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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1
月6日，沈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强
化电动自行车交通管理工作专项
行动，全面规范电动自行车行车交
通秩序，为市民创造良好道路出行
环境。

此次整治的重点部位包括 33
条重点示范街路、25 处重要示范
交通路口，整治的重点违法行为包
括无牌、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
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走机
动车道；拼装、改装电动自行车；机
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停等。按
照相关规定，逆行、“二人共乘”等
行为将被处 20 元罚款；不在规定
车道内行驶、载物超规等行为将被
处 20 元罚款；超速等行为将被处
50元罚款。

据悉，骑行电动自行车时速超

过 25 公里、随意变线行驶、闯红
灯、逆行、走机动车道、“二人共
乘”、停车越线、乱停放、拉货超规、
边骑车边拨打接听手机10种违法
行为危害极大。其中，时速超过
25公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很难
刹住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随意
变线行驶，不左右观察路面情况，
不顾后面或周边行驶的车辆和行
人。“二人共乘”时紧急制动距离加
长，车辆整体重心提升，在转弯时
易发生倾倒，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
在路口等候红灯时，总有人不自觉
地越过停车线，甚至有的人还会推
着自行车慢慢向前溜达，边走边等
地闯红灯，有的甚至将车停在路口
中间等红灯，严重阻碍了正常行驶
的机动车通行。

沈阳严查
骑电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行为

本报讯 从 2020 年 1 月 开
始，盘锦市打破城乡界限，把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整合到一起，实施全市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城乡居民医保实行预缴费
制，2020 年的缴费期为今年的 11
月1日至12月15日。

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
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参
保居民可享受普通门诊医疗待遇、
门诊慢性病医疗待遇、重特大疾病
医疗待遇、住院医疗待遇、生育医
疗待遇。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整合后，医疗保险待遇水平也得到
了提高。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统筹
基金最高支付限额6万元，加上大
病保险不设最高支付限额，较原新

农合最高 4 万元的报销额度有所
提高。门诊慢性病病种将增加至
17 种，相比原新农合的 6 种，有较
大幅度的提高。整合后，将原城镇
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
整体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定点管理
范围，参保人可以更加便捷地享受
基本医疗保障待遇。

2020 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
个人缴费标准为：在校学生和未
成 年 居 民 140 元/人 ；成 年 居 民
350 元/人。新生儿在落户后就可
以办理参保，自出生之日起 3 个
月内办理参保并足额缴费的，从
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3个月
后办理参保缴费的，缴费到账月
后的第 2 个月 1 日起享受医疗保
险待遇。

黄世盛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加
油机、医疗设备、眼镜、雷达测速仪
等计量器具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11 月 6 日，记者从大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大连市在涉及
民生的重点领域开展计量器具监
督抽检并多举措强化计量惠民、惠
企，确保计量器具量值准确，维护
广大消费者切身利益。

严防利用加油机实施计量作
弊是抽检的一项重要内容。据介
绍，加油机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 9
种计量器具之一，针对投诉举报
多、群众反映问题突出的加油加气
站，大连市对21家加油站、18家加
气站，共129条加油加气枪进行监
督抽检，发现 2 家加油站各有 1 条
加油枪示值范围超过标准误差范

围。执法人员现场通过加油机检
定专用 POS机对加油机进行自锁
功能检查，未发现作弊行为，随后
委托计量部门进行检定与调试，现
已全部检定合格。

为保障医疗计量器具准确可
靠，大连市对 55 家医疗机构的医
用 CT 诊断仪、X 射线诊断仪、超
声诊断仪、心电图机等 1146 台计
量器具实施监督抽检，其中发现不
合格计量器具 49 台件，现场即责
令相关医疗机构停止使用不合格
医疗设备。

另外，大连市还在全市范围内
对眼镜制配企业强检计量器具（验
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进行监
督抽检, 确保青少年儿童近视矫
正量值准确可靠。

大连开展
民生领域计量器具监督抽检

11月3日上午，一面鲜艳的旗
帜在丹东市锦江山公园东侧广电
路旁竖起，旗下聚集着郑树山慈善
义工站的十几名义工，还有来自丹
东各个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他们是

“一元钱公益”的践行者，出资出
力，利用周日休息时间，前来拆除
更换电视台后勤服务中心墙上的
残破公益广告。

“每人出资一元钱，大家一起
做公益”，是3年前郑树山慈善义工
站在丹东市发起的一项公益活
动。号召爱心人士每人捐献一元
钱，3年里利用捐款设计制作了百
余个公益广告,张贴在路旁、敬老院
和社区。10 月 30 日，一个通知出
现在郑树山慈善义工站微信群里：

“历经3年多的风雨侵蚀，电视台后
勤服务中心墙上的5块公益广告已

破败不堪……希望各位义工能踊
跃参与‘一元钱公益广告’集资活
动，助力新一批公益广告早日上
墙。”很快，看到信息的义工们纷纷
响应。11月2日开始，爱心献血屋
内、鸿福轩老年公寓外墙、300余米
长的广电路上，先后更换了新的公
益广告牌，“献血有益健康，救人功
德无量”“爱国卫生运动，大美慈善
义工”等醒目的公益广告词让路过
的居民不由得竖起大拇指点赞。

此次公益传递行动中，年龄最
小的捐款者刘子轩只有7岁，是义
工潘振艳的孙子。他听奶奶说起要
更换公益广告的事后，马上拿出10
元压岁钱让奶奶代捐，还让奶奶找
来新旧广告的照片对比观看。潘振
艳说，“要让爱心的种子在孩子的
心里生根发芽，传承下去。”

“一元钱公益”爱心永传递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今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实施以
来的第一个“双11”，电商大促已经在
各大平台拉开帷幕。11 月 6 日，省市
场监管局发布“双11”消费提示，提醒
广大消费者适度“剁手”、理性消费。

购物前注意选择有资质商家，查看
平台及网店公示的营业执照信息、与其
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等。注

意刷单炒信陷阱，不能只通过销量情况
决定是否选购。若商品销量大、评价
少，有可能是因退货率高造成的；若有
多人评价内容雷同，则有刷好评嫌疑。

谨防被“大数据杀熟”。所谓大数
据杀熟，是指电子商务经营者利用大
数据，判断消费者是否具有议价和比
价能力，从而进行价格歧视。例如，同
一家电商，同一款商品，会员的价格比

新用户的价格还要贵。消费者购买前
可以对商家进行市场口碑调查，多关
注公开价格信息，警惕非公开价格的
商品，还可以通过不同手机端，或者分
别以新、老客户状态登录网址进行比
价，从而判断是否被“大数据杀熟”。

注意看清合同格式条款内容。部
分电子商务经营者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对合同格式条款做出不利于消费

者的规定。主要表现有“本店有权不
时地对本协议及本店的内容进行修
改，并在本店张贴，无须另行通知用
户”“本店对本协议享有最终解释权”
等，这些都属于违法行为。

购买商品后，要妥善保管好订货
单、发货凭证、发票等购物凭证，同时要
注意保留电商承诺或协议、与商家的聊
天记录截图、快递单号等电子证据。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双11”消费提示

切换新老账号比价 谨防“大数据杀熟”

在阜新市有这样一个普通家庭，
把几十年来家里的点滴变化，以家庭
档案的形式保存记录下来。通过家庭
日常的柴米油盐，感受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今年 84 岁的张茂文是阜新市一
名退休干部，他把家庭以及自己经历
过的所有票证、文稿、书信、影像以及
家庭详细收支等资料，分门别类地整
理成44盒家庭档案。

张茂文介绍，他珍藏年代最早的
资料是一份土地执照，是1947年阜新

市清河门地区搞土改时分给他们家
的。他说：“我家分得土地六亩五分，
分到地的当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
兴，真是翻身做主人啊！”

家庭档案显示，对于张茂文来说，
1950年是个命运转折点，这一年他被
父母送到小学插班学习。一年后，他
考上师范学校。1954 年他被分配到
清河门区的学校工作。

在家庭档案里，张茂文记录着他
的工资收入，1954 年，刚上班的时候
实行“工分制”，每月 115 分，1 分合两

角钱，折合月工资 23 元；1957 年每月
工资 44.5 元；1966 年至 1972 年，每月
工资 52.5 元；1978 年，每月工资 54.5
元；1980 年至 1990 年，每月工资由
72.8 元逐步提高到 243.31 元；1991 年
至 2000 年，每月工资由 343 元上调到
896元；2001年至2007年，每月工资由
1020元调到2100元。现在，他每月退
休金4800元。而家庭档案里的粮票、
布票、肉票等更留下了计划经济年代
的“影子”。“那时候没票啥也买不到。”
张茂文边翻开家庭账本边说，“改革开

放后，我们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日子
过得是越来越好。”

家庭档案也记录着通信手段的
更新换代。1994 年张茂文家中安装
了固定电话，2004 年买了第一部手
机。张茂文告诉记者，最近他学会了
使用微信，“三天两头与远在北京的
三妹视频通话，又能看见人又能听见
声。”张茂文感慨地说，“现在我是老
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今天的
幸福生活都是祖国强大、改革开放带
给我们的。”

44盒家庭档案记录时代变迁
本报记者 年旭春

每到夜幕降临，沈阳市图书馆
24小时自助图书馆都会迎来大批
读者，王伟就是其中的一位。“白天
要上班，下班后主馆那边已经关闭
了，而这个 24 小时图书馆为我们
这些‘上班族’提供了一个读书的
好去处。”王伟说，“在这个到处弥

漫着书香的环境里安静地读书，让
我们这些‘书虫’感觉非常过瘾，但
因为读者太多，这里常常是‘一座
难求’，所以不得不每天都早早的
来到这里排队等候。”

记者看到，时间虽已近午夜，
但在淡淡的书香中，夜读者依然忘

我地畅游书海。据了解，大部分的
读者都是在白天工作之余来这里，
享受一本心爱的纸质书捧在手里
的感觉。

据沈阳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介
绍，沈阳市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图
书馆开馆两年来，越来越受到读者

的欢迎。尤其是今年，读者猛增。
针对读者的需求，沈阳市图书馆制
定了扩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计
划，增加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藏
书量和读者容纳量，最大限度满足
读者的需求。

本报记者 周福刚 摄

夜读者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1月6
日，记者从大连市司法局获悉，为规范
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服务行业各机
构及人员诚信执业，营造诚信法治环
境，大连市建立法律服务守信红榜和
失信黑名单信息发布制度，全市律师、
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行业和
法律援助等机构及法律服务工作者都
在适用范围。

法律服务“红黑榜”通过建立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信用市场体系，
净化法律服务主体。

记者了解到，法律服务主体在
满足被市级以上部门表彰或被官方
认可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表彰；连
续三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合格以上
等次或连续三年无不良执业记录；
因见义勇为、好人好事或热心公益
得到新闻媒体或社会舆论赞誉；遵
守职业道德、工作成绩显著，主管
部 门 认 为 应 当 记 录 的 其 他 良 好 行

为 等 条 件 之 一 时 ，可 入 选 守 信 红
榜。反之，有被处罚、被曝光或有法
律、法规、行政规定禁止等行为的则
将列入失信黑名单。同时，律师、公
证、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行业还
分别明确了进入“红黑榜”的行业具
体标准。

据介绍，法律服务“红黑榜”每季
度在“大连司法行政网”予以发布，同
时报送大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发
布信息包括：机构名称或人员姓名、执

业许可证号或执业证号、上榜类型、上
榜时间、上榜理由等。

信息发布后，如守信红榜主体或
个人经确认有失信行为的，相关部门
会按程序申请撤销；失信黑名单主体
或个人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或
符合相关规定的，在消除不良影响后
可按程序申请撤销失信黑名单；对机
构或个人按照规定处分后被列入失信
黑名单，期限届满解除处分的，按程序
申请撤销失信黑名单。

建立守信和失信名单发布制度

大连给法律服务亮“红黑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