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赵文君）中消协21日发布的
“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市场上“第
三方测评”账号众多，具备法人背景的账号仅占比 23.4％，准入
门槛低。测评方法和标准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涉
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

中消协对抖音、微博、小红书、快手、B站、西瓜视频、微信平
台等 12个互联网平台共计 350家“第三方测评”账号进行体验
式调查后发现，93.1％的“第三方测评”存在测评标准类问题，其
中缺乏测评标准的主观性测评多；55.7％的“第三方测评”涉嫌

“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模式难保公正性；37.2％的消费者反
映通过观看“第三方测评”所购买的商品出现过质量问题；
35.7％的“第三方测评”涉嫌虚假测评。

调查显示，近八成消费者会在购物前观看“第三方测评”作
品，大多为数码家电和美妆护肤；数码家电等具有明确的规格型
号及参数标准的产品测评作品可信度较高。

与我国现行的国家质量监督抽查、企业自主委托的检验检
测不同，“第三方测评”通常是指未取得国家检验检测资质认定
的组织或者个人，宣称通过自身测评或引用对比专业检测结果、
分析调研数据、表达主观使用感受等方式对商品的质量、功能、
设计、服务、性价比等方面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并将结果主要
通过自媒体以图文、视频或直播的形式进行发布推广，为消费者
提供购买参考。

中消协建议，针对从事商业行为的测评账号进行统一备案
管理，强化测评人员审核，推进实名制认证、商品信息认证，使测
评者和商品信息有源追溯，营造良好的“第三方测评”环境。互
联网平台应对平台内的测评账号加强作品审核、信用投诉管理、
宣传带货管理、账号粉丝管理。

中消协调查报告显示

“第三方测评”
质量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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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实行惩罚性赔偿和内部举报人制度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郑州各类创新主体
强势集聚，我市新组建 140个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和46个重点实验室，目前全市国家级研
发平台累计达到 58 家，高新技术后备企业
2318 家。中原科技城建设如火如荼，37位
顶尖专家、182人科研团队入驻嵩山实验室，
黄河实验室理事会组建完成。

为支持经营主体创新发展，《方案》明确，
我市允许对食品自动制售设备等新业态发放
食品经营许可。在保障食品安全和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经充分研究论证和

开展风险评估，对自动制售设备、无人售货商
店等自动化、无人化新业态的经营者发放食
品经营许可或办理食品经营备案。

配合做好知识产权市场化定价和交易机
制的探索完善工作。支持国家知识产权公共
运营服务平台交易运营（郑州）试点平台建设，
为知识产权交易提供信息挂牌、交易撮合、资
产评估等服务，帮助科技企业快速质押融资。

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监管。探
索建立经营主体除名制度，建立市场准入效
能评估制度，及时发现并破除各种形式的市

场准入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
探索实行惩罚性赔偿和内部举报人制度，

探索在食品、药品、疫苗、环保等直接涉及公共
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依法制定惩
罚性赔偿和内部举报人制度的具体办法。

探索形成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监管链，
在经营主体办理注册登记、资质审核、行政许
可及接受日常监管、公共服务过程中，及时全
面记录经营主体行为及信用信息，在此基础
上实现分级分类“信用＋智慧”监管，并做到
全程可查询、可追溯。

《郑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市建设实施方案》发布

力争三年实现营商环境
迈进全国第一方阵目标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董艳竹）良好的营商环
境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保障。市政府近日发布
《郑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
示范市建设实施方案》，根
据《方案》，我市要将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作为“一把手”
工程，经过三年努力，各领
域营商环境指标达到省内
一流水平，大部分指标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全面实现“营
商环境迈进全国第一方阵”
目标。

将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一把手”工程

近年来，郑州市委、市政府不遗余
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做好服务
经营主体这篇“大文章”。2022 年 6
月，郑州被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领
导小组确定为“河南省优化营商环
境 创 新 示 范 市—— 政 务 环 境 示 范
市”。为持续提升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数字化水平，全力建设一
流营商环境，更好发挥郑州市在全
省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先行先试及示
范引领作用，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本《方案》。

《方案》明确，郑州要将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坚持聚
焦对标“世行标准”“用户体验”“法治
城市”和“数字政府”，建立健全营商
环境高位推动机制、考核奖惩机制、
监督巡查机制和整改联动机制，经过
三年努力，各领域营商环境指标达到
省内一流水平，大部分指标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全面实现“营商环境迈进
全国第一方阵”目标，在政务服务、开
办企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办理建
筑许可、不动产登记、缴纳税费、跨境
贸易等方面，强化改革创新，完善政
策举措，打造郑州速度、郑州品牌、郑
州品质，形成法治有序、便民利企、优
质高效的政务环境，建设营商环境综
合性标杆城市，为“当好国家队，郑州
成高峰”发展定位奠定坚实基础，为
郑州加快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助力添彩。

开发上线更多惠企惠民服务事项

过去一年，我市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持续
发力。开展“免证办”“即来即办”和“3个工
作日内办结”事项清单梳理工作，已实现政务
服务事项“免证办”304项、“即来即办”1028
项、“3个工作日办结”504项，21项涉企经营
告知承诺事项已按要求实施“告知承诺制”
等，企业群众办事更便捷。

为进一步简政放权，《方案》明确，我市要
积极承接省级下发权限，建立相关工作制度，
制定专项承接落实工作方案，实施清单化管
理，并及时补充、调整和完善。强化向上对
接、部门协同，确保全面承接不漏项、落地落

细见成效。推进区县（市）放权赋能改革，按
照“能放尽放”原则推动更多市级行政审批权
限下放，进一步扩大区县（市）经济社会发展
自主权。

持续推行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按照
“一套申报材料、一次受理、分类审批、统一出
件”的模式，加快推进民生关切、涉企服务、人
才服务、创业创新等重点领域高频事项的一
网式集成套餐服务。跟踪研判已上线一件

“事”运行情况，提升线下专区功能，结合政策
变动，持续调整事项、精简环节、优化流程，提
高一件事精准性、适用性。持续优化升级“郑

好办”APP，打造便捷高效、安全稳定的城市
综合服务移动平台，持续推进“一网通办”工
作，围绕“郑惠企”“万人助万企”，聚焦“一老
一小一青壮”，开发上线更多的惠企惠民服务
事项和“三跨型”民生热点服务一件“事”，切
实提升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推进商事登记一件“事”线上线下专区建
设，实现商事登记一站式办理，1个工作日办
结；实施新开办企业刻章免费服务，推动开办
企业零成本；实施涉企经营事项“证照分离”
全覆盖；全面推广商事登记一件“事”；探索商
事注销一件“事”。

实现办税缴费“就近办”“可视办”

完善基础设施，才能延伸服务触角。根
据《方案》，我市要加强政务服务基础建设。
统一规范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办理标准
和服务规范，实现政务服务线上线下统一，
推动实现同一事项全市无差别受理、同标准
办理，推进政务服务运行标准化、服务供给
规范化。

持续做好政务数据共享平台优化升级，
支撑政务数据归集、共享、应用。做好电子证

照库建设，扩大电子证照应用场景。持续做
好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市民卡服务体系
建设。做好“郑好办”APP、政务服务网优化
升级，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质量。规范事项开
发、上线、运维、办件受理、办件审批、办件监
督、系统升级等工作。

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化。提升办税缴费
服务能力，融合自助办税、网上办税优势，
试点运行 5G 智慧办税服务厅。深化“多税

合一”申报改革，进一步压减纳税人申报和
缴税的次数。推动退税全程电子化，有效
压缩退税办理时间，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直达快享。创新税费服务方式，实现办
税缴费“就近办”“可视办”。推进水电气暖
接入便利化改革，解决多头申报、多次跑
趟、重复开挖等难题，设立水电气暖接入报
装综合受理窗口，实现水电气暖联合报装
新模式。

惠企政策兑现全过程透明化

推动惠企政策全面落实。《方案》提到，我
市深入推进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完善“免
申即享”工作流程，明确“免申即享”事项的
适用情形、兑现条件和审核程序，对符合“免
申即享”条件的事项，实现由“企业先报、政
府再审”转变为“系统智审、确认申领”的主
动服务模式。规范“免申即享”操作流程，充

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比对、
核验受理条件和申请材料等信息，实现基于
事项结构化、流程标准化、审核要素指标化
的“免申即享”。建立“免申即享”监管机制，
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推广到“免申即
享”之中，实现信用与政策“免申即享”无缝
对接。

加大政策宣介力度，通过政务服务网、
“郑好办”、政府门户网站等平台，及时向社会
统一发布最新惠企政策；惠企政策兑现的办
理过程实行全程留痕、可追溯；及时公示惠企
政策兑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做到政策透
明、办理透明、结果透明，惠企政策兑现全过
程透明化。

科技部印发《社会力量
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

据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张泉）记者21日从科技部
获悉，科技部日前印发《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旨
在引导社会科技奖规范健康发展，提高社会科技奖整体水平，激
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

“社会科技奖是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科技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社会科技奖初步形成数量规模较大、主体结构多元、
影响力持续提升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少数奖项设奖定位不够清
晰、办奖运行不够规范等情况，亟须研究建立统筹规范机制。

《办法》鼓励设立社会科技奖，支持在重点学科和关键领域
创设高水平、专业化的奖项；鼓励面向青年和女性科技工作者、
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人员设立奖项。

《办法》引导社会科技奖坚持学术性、荣誉性，坚持以科技创
新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突出奖励真正作出创造
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线科技人员，走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国
际化发展道路。

《办法》要求，社会科技奖坚持公益化、非营利性原则；建立
科学合理、规范有效的奖励受理、评审、监督等机制；科学设置奖
项，明晰奖励范围与对象，控制奖励数量，提升奖励质量；坚持

“谁办奖、谁负责”，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安全
和公共利益。

50亿元人民币央行
票据在港成功发行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21日宣
布，当日在香港成功发行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此次发行受
到境外投资者广泛欢迎，表明人民币资产对境外投资者有较强
吸引力，也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此次发行的 50亿元 6个月期
人民币央行票据，中标利率为 2.20％，投标总量约为 302亿元，
超过发行量的 6倍。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中国人民银
行常态化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对于促进离岸人民币市
场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踏春、赏花、观黄河

荥阳推出四条
精品旅游线路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赵红娟 康红文）3月 21日上
午，2023年荥阳市第四届乡村文化旅游节暨海棠花节在汜水镇
新沟村成功举办。

记者了解到，新沟花海位于荥阳市汜水镇新沟村，景区占地
面积约1000亩，分崖上、沟谷两大区域，主要种植有美人梅、红
宝石海棠、西府海棠、绚丽海棠、木槿、金叶榆等总计约 10万株
花卉。沟谷区域植被覆盖率高达 80%，最大限度保留原始自
然风貌。

正逢春游大好时光，荥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特推出踏
春赏花游、美丽乡村游、文化体验游、休闲度假游等四条精品线
路，诚邀四方游客到荥阳来，踏春赏花观黄河，乡间陌上次第行。

踏春赏花游：古柏渡丰乐樱花园—新沟村海棠花海—环翠
峪风景名胜区杏花村—禹锡园景区—植物园—京襄城遗址公
园—索河郊野公园—党建主题公园—康泰路（樱花）；美丽乡村
游：豫龙镇毛寨村—广武镇丹阳村—广武镇插闫村—广武镇张
庄村—高村乡油坊村—高村乡枣树沟村—汜水镇汜水村—汜水
镇南屯村—王村镇司村—王村镇薛村—高山镇石洞沟村；文化
体验游：三公像—象棋广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
馆—鸿沟汉霸二王城；休闲度假游：黄河塬休闲旅游区—汜水龙
山寨露营地—忆江南度假区—香堤湾亲子温泉—塔山旅游休闲
度假区—洞林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松鼠部落森林假日公园。

郑州 4 个村入选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河南
省共70个村落入选第六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名单，其
中，郑州市4个村入围。

据了解，经各地推荐、专家评审并向社会公示，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
农村部决定将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柳林水村等 1336个村落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河南省共70个村落入选，郑州市
4个村入围，分别是登封市大金店镇袁桥村、登封市白坪乡寨东
村、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新密市大隗镇大隗村。

按照相关要求，各地要按照“一村一档”建立完善中国传统
村落档案，并于2023年 9月底前完成挂牌工作。相关部门将指
导列入名录的传统村落编制保护利用规划或方案，明确保护范
围、重点和要求，提出保护利用传承工作措施。传统村落保护利
用规划或方案内容应简洁、易懂、实用，效果要可感知、可量化、
可评价；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切实加强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工作，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西北地区首条
智轨线路通车运营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
有限公司了解到，21日，由中国铁建铁四院设计的西北地区首
条智轨线路——西安市西咸新区智轨示范线1号线（首通段）开
通运营。

西咸新区智轨示范线 1号线位于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
城，全长 11.9公里。智轨列车采用中车第二代胶轮电子导向车
辆，核定载客 231人，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储能式牵引供电，最高
行车时速可达70公里。

据铁四院项目设计负责人洪翔介绍，智轨是一种使用具有
轨迹跟随能力的全电动新型胶轮列车作为运载工具的轨道交通
运输系统，其最大特点是没有实体轨道，对道路改造的工程量较
小，均沿既有道路和桥梁行驶。利用“虚拟轨道跟随控制”技术，
列车通过传感器识别路面虚拟轨道线实现自动导向，并通过“智
能运控”等技术实现安全运行。

“线路穿行所有路口采用动态适应信号优先技术，通过与交
管平台配合，可动态为智轨列车提供优先通行信号，实现智轨不
停车直接通过路口。”洪翔说，设计团队按照地铁相关标准为智
轨线路设计了控制中心，设置有调度管理、乘客信息、视频监控、
电力监控、热线服务等系统，可以对智轨车辆和车站设备 24小
时不间断进行监控，保证行车安全。同时通过在线路首末车站
采用直流快充技术，电车可在最短30分钟内完成充电。

银保监会：

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效明显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李延霞）中国银保监会 21日表示，
2022 年，银保监会加强监管引领，
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支持力度，助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取得积极成效。

据介绍，2022 年，银保监会扎
实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支
持脱贫群众发展生产、稳定增收。
2022 年全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累
计发放933.5亿元，同比增长24％。

银保监会着力做好对脱贫地
区，特别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的金融支持工作，加快补齐发展
短板。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末，
脱贫地区各项贷款余额 10.7 万亿
元，同比增加 1.38 万亿元；重点帮
扶县各项贷款余额 1.64万亿元，同
比增长 14.7％，高于全国贷款增速
4.1个百分点。

此外，银保监会进一步完善国
家助学贷款政策，支持家庭经济困

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2022
年全年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 569
亿元，发放591万人次，同比分别增
长32.3％和 10.9％。

银保监会表示，将进一步完善
金融支持政策，不断提高金融服务
质效，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努力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
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为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月21日，京港澳高速公路两侧的黄河大堤上，两排巨紫荆开满紫色的花，
让这一段的黄河大堤呈现出浪漫的紫色。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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