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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互联网平台
接入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7月15日起施行。国
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以法定身份
证件信息为基础，以网号、网证、网络身份
应用标识为呈现方式，持有有效法定身份
证件的自然人，可以自愿向公共服务平台
申领网号、网证。办法鼓励有关主管部门、
重点行业、互联网平台按照用户自愿原则，
推广应用网号、网证。

劳动能力鉴定管理服务更便民
《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7月1日起施行，对工伤职工、因病
或非因工致残人员劳动能力鉴定进行统筹
规范。《办法》强调，加强便民服务，减少不
必要材料；压缩鉴定时限，将结论送达时限
从20压缩至15日等。

规范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7月15日起施行。《规定》明确，
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变更登记方式转型为
企业，保留成立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相关行政许可等关键信息，为个体工商户
转型升级为企业提供便利，降低转企成本。

优化税务领域信用建设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7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将全国
统一征收、具备条件的社保费和非税收
入事项纳入信用评价，进一步优化纳税
缴费信用评价指标，完善纳税缴费信用
修复标准，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允许
其通过主动纠正失信行为、作出信用承
诺等方式修复信用。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有了新国标
强制性国家标准《一次性使用卫生用

品卫生要求》7月1日起实施。新国标明确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主要包括妇女经期
卫生用品、排泄物卫生用品（不包括厕所用
纸）和卫生湿巾、抗菌剂、抑菌剂等其他卫生
用品。根据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不同产品
的健康风险，按风险等级增加了PH值、可迁
移性荧光增白剂残留量理化指标，同时调整
了微生物污染指标和毒理学安全性要求。

征信服务收费标准大幅下调
7月1日起，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企业

信用报告基准服务费标准由每份 20 元降
低至 9 元，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基准服务费
标准由每份2元降低至1元。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持续推动社会组
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持续发挥
社会组织促进毕业生就业的积极作用，通过开发更多就业岗位、搭建和完
善就业资源对接平台、细化就业指导服务等措施，助力高校毕业生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通知指出，引导社会组织开发更多就业岗位，推动专业性社会组
织巩固拓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救助、养老、托育等领域服务空间，
鼓励有条件的社会组织申报就业见习基地。发挥城乡社区服务类社
会组织面向基层群众服务的优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

方式，创新基层服务项目，开发与大学生相适应的城乡社区服务
岗位。

在开展就业资源对接方面，通知要求，引导社会组织
发挥联系会员、企业、高校和专业人员的独特优势，创新就

业资源对接服务模式，搭建和完善就业资源对接平
台。加强与本地区高校的沟通协作，推进“校社合

作”，引导社会组织有序组织高校大学生到会
员企业、基层社区深入了解职场环境，快

速适应就业需求。
（据《人民日报》）

两部门印发通知
推动社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为规范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行为，保护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近日发布《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是指网信部门在实施

行政处罚时，按照裁量涉及的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
会危害程度、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对法律、法规、规章中的原

则性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裁量幅度等内容进行细
化量化而形成的具体执法尺度和标准。明确网信部门适用行政处罚

裁量权基准，应当遵循法制统一、公平公正、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
结合等原则。

《规定》提出，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划分为不予处罚、减轻
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等裁量阶次。明确不予处罚、减轻处
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等具体适用情形。规定违法行为不具有不予处罚、
减轻处罚、从轻处罚或者从重处罚情形的，应当给予一般处罚。

《规定》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网信部门可以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上级网信部门应
当通过行政执法情况检查、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等方式，对下级网信部门行使
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监督。 （据《光明日报》）

国家医保局7月1日发布《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及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25年将制定第一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主要纳入
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基本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

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据介绍，如果独家药品是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6
月30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

或者是2025年6月30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
的罕见病治疗药品，均可以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

录或同时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基本目录。
2025 年目录调整分为准备、申报、

专家评审、谈判、公布结果 5 个阶段，基
本目录调整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制定

同步进行。
（据新华社报道）

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
基准适用规定发布基准适用规定发布

7月新政，这些变化暖民心

手 机 上 申 请 ，消 费 贷 款 秒 到 账 ；
使 用 信 用 卡 买 单 ，餐 费 可 打 折 ；“ 国
补 ”叠 加 分 期 免 息 ，消 费 品 以 旧 换 新
优 惠 多 …… 围 绕 提 振 消 费 ，金 融 机 构
积极行动，金融“活水”正源源不断流
向消费领域。

为进一步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近
日，中国人民银行等 6 部门联合对外发布

《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出 19 条重点举
措，明确了金融促消费的“路线图”，更好
满足消费领域金融服务需求。这 19 条重
点举措，从支持增强消费能力、扩大消费
领域金融供给、挖掘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促进提升消费供给效能、优化消费环境
和政策支撑保障等六个方面，明确了当
前金融支持消费增长的方向和重点。

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要发挥好
信贷支持主渠道作用。意见提出，创新
优化信贷产品，加大对符合条件的消费
行业经营主体首贷、续贷、信用贷、中长
期贷款支持力度。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将
参与到消费经济中，运用首贷打破创业
困局，借助信用贷助力轻资产企业更好
发展，利用续贷和中长期贷款获得稳定
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在指导意见中，这样的利好政策还
有很多：比如，增加对批发零售、餐饮住
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领域信贷投
放；加大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废旧
家电回收及家电以旧换新、家装厨卫

“焕新”、生活必需品保供相关企业信贷
支持力度；丰富居民购车消费信贷产品
供给……

助力释放消费潜力，并非要靠信贷
“放水”，而是要“精准滴灌”，加大消费
重点领域金融支持。此次意见明确了
金融支持消费的重点领域——商品消
费、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并给出了相
应引导：

在推动扩大商品消费方面，鼓励金
融机构多渠道、多方式做好消费品以旧
换新金融服务；在支持发展服务消费方

面，围绕文化旅游、体育、娱乐、教育培
训、居住服务等领域创新融资模式；在助
力培育新型消费方面，探索金融支持数
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
的有效渠道和方式。

在居民消费升级的浪潮中，个性化、
品质化的需求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正紧
跟多元化消费场景发展新趋势，逐步将
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

从支持文旅体育设施、赛事演艺场
馆、医疗养老设施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
到加大对交通、物流、仓储、供应链等商
贸流通项目信贷支持力度，再到支持骨
干市场设施、冷链物流基地、乡镇商贸中
心、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等改造升级……
金融触角不断延伸，努力疏通消费链条
上的每一个节点，促进提升消费供给效
能。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供给，需要
强化政策激励。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
贷款，用好用足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支
持符合条件的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
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发行金融债券……
这些意见中提到的金融工具将持续发
力，帮助相关机构和企业获得更低成本
的资金，为扩大消费营造良好的金融环
境。

全方位提振消费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把握好关键环节，打好政策“组合
拳”。意见强调要夯实宏观经济基础，强
化金融与财政、产业等政策协同联动，将
支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作为金融发力的
重要方向。

深入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政策，鼓励
创新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
品，支持居民就业增收，优化养老、健康
等保险保障体系……一系列政策举措助
力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正持续释放消费
潜力。

看清方向、明确重点，金融机构正从
消费供给和需求两端强化金融服务，推
动加速金融“活水”持续流向消费领域，
为推动经济发展添动能。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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