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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陈玉娥遗失湖南教育学院

毕业证书，证书编号：980110058，专

业：汉语言文学，声明作废。

武冈工作站
▲原武冈市安乐乡财政所不

慎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556000007401，开户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冈市支行，

特此声明作废。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严格规范涉

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对涉企行政检查

作出系统全面规范，明确坚决遏制乱

检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以确保行政

检查于法有据、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精准高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开展涉企行政检查，是为了引导

规范企业依法经营，实现政企双赢、共

谋发展。但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涉

企行政检查乱象时有发生。有的地方

“乱查封”“乱扣押”“重复检查”“变相

检查”等问题突出，有的地方行政执法

人员与行政相对人发生冲突，采取过

激行为执法。

这一意见的出台，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的决策部署，

直指企业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问

题，为涉企行政检查如何做到不缺位不

越位，明确了要求、作出了规范。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要厘清“看得

见的手”的权力边界。意见明确行政检

查主体资格、事项、管理方式等，防止

有关部门因严格规范而对企业“置之

不理”，明确检查事项不得“无故加

码”，用“五个严禁”“八个不得”杜绝检

查与利益挂钩。只有明确了哪些可为，

哪些不可为，才能保障企业发展“放得

活”，政府依规“管得住”。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要坚持理念创

新和手段创新。此次意见提出，能通过书

面核查、信息共享、智慧监管等方式监管

的，不得入企实施现场检查，并对强化数

字技术赋能，确保执法监督精准有效作

出要求。这体现出执法思路和方式的与

时俱进，在实施过程中，要把创新体现在

涉企行政检查的全过程、各方面。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要紧盯实际

效果。涉企行政检查直接关系企业对

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对乱

检查等违法违纪行为，要坚决“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及时督办通报，积极回

应社会关切，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让广大企业家安心干事创业。

只有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才能让

企业发展“如鱼得水”。此次意见的出

台，释放了鲜明信号，更需要不折不

扣抓好落实，用更可见可感的切实行

动提振经营主体信心、激发经营主体

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在法治护航下行

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涉企行政检查要不缺位不越位
新华社记者 齐琪

天津发放餐饮、文旅消

费 券 ，累 计 额 度 达 1600 万

元；海南三亚投入 7450 万元

开展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广

州陆续发放 1 亿元“食在广

州”餐饮消费券……近期，多

地持续发放消费券，“真金白

银”点燃消费热情。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一些紧俏的消费

券被“黄牛”“截胡”，在网络

平台上倒卖；还有一些“黄

牛”勾结商家，利用消费券虚

假消费，骗取补贴。

“秒没”的消费券被
谁抢了？

这段时间，上海市民王

女士几次抢消费券都未果。

“为了抢券，不仅给手机装了

能精准到毫秒的‘悬浮闹钟’，

还借鉴网上经验用筋膜枪

‘机打’点击页面，都没抢到。”

社交平台上，经常可见

“抢不到券”“消费券去哪里

了”等吐槽帖。“刚开始发的

几轮还能抢到，现在真是‘秒

没’，掐点抢、多人同时抢，都

没用。”网友兔兔说。

“XX 消费券 800 减 250，感兴趣

的私”“代抢 X 月 X 日消费券”……网

络平台上，代抢和售卖消费券却成了

“黄牛”的生意经。

记者联系上一名“黄牛”，对方表

示可以代抢某地消费券。最近一期消

费券分为满 2000 元减 200 元、满 3000

元减 500 元、满 10000 元减 1000 元、

满 20000 元减 2000 元和满 30000 元

减 3000 元五种面额，根据面额不同，

“黄牛”收取代抢费 90 元至 220 元不

等。“需要哪个面额抢哪个，大额券你

们自己很难抢到。”

按照“黄牛”要求，记者提供了领

券平台的个人账号；一番讨价还价

后，以100元的价格由“黄牛”代抢“满

10000元减1000元”面额的消费券。

发券当日，记者用其他账号与

“黄牛”同时抢券，发现“满 10000 元

减 1000 元”面额的消费券刚点进去

就显示已抢光；然而“黄牛”却抢到

了。“黄牛”还向记者展示已抢到的多

张更大面额的消费券。

通过“黄牛”抢到的消费券能正

常使用吗？

记者在多地尝试后发现，尽管核

验方式有所不同，但基本顺利无阻。比

如，“黄牛”通过记者账号代抢的消费

券，记者可以直接验券；“黄牛”自行抢

购的消费券，记者核验时只需出示其

发来的手机截屏页面，或将商家支付

码拍摄给“黄牛”；如需人脸识别，“黄

牛”则与记者视频通话进行验证。

近期，多地商务、市场监管、公安

等部门已采取措施，打击“黄牛”哄抢

倒卖消费券现象。上海警方破获两起

涉消费券违法犯罪案，抓获的 18 名

犯罪嫌疑人中，多名是抢券“黄牛”。

四川等地有关部门表示，持续加强对

消费券发放的监管，严厉打击“黄牛”

抢券等不法行为。

揭秘“黄牛”抢券手法

记者询问一名“黄牛”，为何他能

抢到而自己抢不到？对方回复：“用了

技术。”

多地民警介绍，“黄牛”抢券，有

的是人工抢，有的是使用外挂软件。

“比如，软件能提前定时、自动抢单；

可以模拟抢单指令，进行更密集的请

求；还能绕过验证码、平台的防御系

统，直接提交数据到后台。”一位基层

民警说。

业务安全公司顶象的反欺诈专家

肖云（化名）告诉记者，“黄牛”拼的是

速度。外挂软件的运行速度

远快于人工，有些“黄牛”可以

通过一台电脑，同时操控几

十台甚至成百上千台设备进

行抢券，成功率自然更高。

记者注意到，为实现精

准发放消费券，多地要求仅

限定位在当地的消费者领

取；然而，一些 IP 地址在异

地的“黄牛”却能照领不误，

二手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外

地 IP 销售本地消费券的怪

现象。

肖云解释称，一些“黄

牛”借助软件模拟 IP 地址、

修改 GPS 定位后实施抢券。

“网上改定位的软件很多，便

宜的就十几块钱，技术门槛

不高。”

据了解，上海警方近期

抓获的消费券“黄牛”，正是通

过软件改变手机定位实施抢

券。多地此前破获的相关案

件中，“黄牛”同样利用软件修

改定位，大量领取消费券。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黄

牛”还会与商家勾结，抢到大

量消费券后，通过虚假消费

套取补贴。

近日，上海警方破获的涉消费券

违法犯罪案件中，某餐饮店老板郭某

伙同门店店长刘某，指使犯罪嫌疑人

胡某通过网上发布收购消费券信息、

教唆他人修改 IP 地址异地抢券等方

式，收购了大量餐饮消费券，并虚构

交易骗取消费补贴。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近年来，

浙江、山东、山西、河南等多地查获类

似案件。2023 年初，福建南安的洪某

通过微信组织他人以改变定位等方

式大量领取消费券，并与参与活动商

家的经营者熊某共谋，在后者店内虚

假交易使用消费券 202 张，骗取补贴

20200 元。

让消费券真正惠及老百姓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许光建表示，发放消费券的目的是

惠及民众、提振消费。消费券被用于

投机牟利，不仅破坏市场秩序，导致

政策效果打折扣，更给政府和消费者

造成经济损失。

受访专家表示，应加大对“黄牛”

倒卖消费券、套现等行为的打击力

度，通过法律手段严加惩处，提高违

法成本。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

领说：“倒卖消费券，涉嫌骗取公共财

物。如果金额较大，扰乱了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他强调，利用消费券骗取政府补贴，

还会构成诈骗罪，受到刑事处罚。

多位专家表示，应加强对消费券

发放、使用的全流程监管，进一步完善

消费券领取和使用规则、加强对领券

用户的身份审核；明确用券时需进行

身份验证等要求，杜绝隔空刷码等行

为，对违规商户进行处罚并建立“黑名

单”制度；建立消费券使用追溯机制，

确保全流程公平、透明、可回溯。

针对“黄牛”团伙犯罪手法越来

越隐蔽的问题，多位基层民警建议，

通过强制刷新 IP 地址等方式，防范

“黄牛”通过软件改变手机定位实施

抢券；通过大数据监测异常交易、跟

踪排查商家核验等，及时跟进处置。

“发放消费券的平台要不断改进

技术监测和风险防控手段，防堵漏

洞，不给‘黄牛’可乘之机。”许光建

说，还要加强法治宣传，督促商家诚

信经营，提示消费者保护个人隐私，

不参与转卖消费券；多方共同努力，

让消费券真正惠及民生。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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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涉企

行政检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规范

涉企执法的决策部署，严格规范涉企

行政检查，坚决遏制乱检查，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

《意见》明确，除行政执法机关、法

律法规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外，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行政检查。行政检

查主体资格要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

有关主管部门要梳理本领域现有的涉

企行政检查事项并实行动态管理。行政

检查事项未经公布的，不得实施。规范

行政检查行为，防止逐利检查、任性检

查，涉企行政检查要做到“五个严禁”、

“八个不得”。

《意见》规定，2025 年 6 月底前，国

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要建立本领域分级

分类检查制度，公布现有的行政检查标

准；有关主管部门要公布同一行政机关

对同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

上限。能合并检查的，不得重复检查；能

联合检查的，不得多头检查；能通过书

面核查、信息共享、智慧监管等方式监

管的，不得入企实施现场检查。涉企行

政检查以属地管辖为原则，国务院有关

主管部门要在 2025 年 12 月底前建立健

全行政检查异地协助机制，明确相关规

则。专项检查要实行年度数量控制，事

先拟订检查计划，经县级以上政府或者

实行垂直管理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批准

后按照规定备案。

《意见》要求，国务院行政执法监督

机构要加快完成全国行政执法监督信

息系统建设，有关主管部门要积极协

同，打通平台，破除壁垒。各级行政执法

监督机关对各类乱检查要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及时责令改正；对行政执法主

体负责人或者相关责任人，进行公开约

谈；对企业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

直接督办并予以通报曝光。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按

照中央统筹、省负主责、市县抓落实的

要求，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大力推进工

作落实，将规范管理涉企行政检查作为

政府督查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重要

内容，既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企，

又要保证必要的检查有效开展，并及时

总结经验做法，将重要情况和问题报送

国务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

1 月 3 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进行的第 36 届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进入第二天的赛程，来自厄瓜多尔、法国、韩国、中

国、俄罗斯、西班牙、美国等 12 个国家的 30 支代表队的 60 位选手同场竞技，切磋冰雕技艺。图为参赛选手在冰雪大世界园

区内进行冰雕创作。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记者魏玉

坤 周圆）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袁

达 3 日表示，今年将实施手机等数码产

品购新补贴，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

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 3 类数码产品给

予补贴。

袁达是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力扩围

实施“两新”政策。袁达表示，今年将大

幅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规模，加力

扩围实施“两新”工作。

一是扩大范围。将设备更新支持范

围扩大至电子信息、安全生产、设施农

业等领域。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

贴，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

手表手环等 3类数码产品给予补贴。

二是提升标准。进一步提高新能源

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农机报废

更新补贴标准。加大家装消费品换新的

支持力度。

三是完善机制。进一步简化设备更

新审批流程，提高经营主体设备更新的

便利度。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分

配，向去年工作成效较好的地区倾斜；

降低企业垫资和经营压力，简化补贴流

程，及时高效兑现补贴资金；规范市场

秩序，加强项目资金监管等，持续提高

政策效果。

“我们将尽快公布今年加力扩围实

施‘两新’政策的具体方案，指导各地及

时做好相关支持政策跨年度顺畅衔接

和平稳有序过渡，力争取得更大实效。”

袁达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