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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齐琪

如何破解检查主体身份不明晰问题？

检查频次高、重复检查怎样解决？执法

检查任务清单如何确定……

1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发布，首次对

涉企行政检查作出系统全面规范。近期，

各地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码”上行动，纷纷

亮“新招”展“实效”，切实为企业发展减轻

负累、保驾护航。

“亮码入企”
——明身份、框界限

“您好，这是本次检查的二维码，您

可以通过‘随申办’扫码查看检查部门、

人员、事项、结果……”

日前，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城管

执法中队一级行政执法员严巍在手机App
上填写好被检查门店的信息后，系统便

生成了一个“检查码”。门店负责人扫码

验明检查人员的“真身”，还可获取检查任务、

事项和执法人员信息等内容。

聚焦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多头检查、

重复检查、随意检查”等突出问题，今年

1 月起，上海市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

码”。执法人员一到企业就需先“亮码”，

明确检查主体、减少检查频次，让商户更好

专注经营。

以上海交通运输领域的执法为例，

自 2025年1月1日正式启动“检查码”应用

工作以来，共发送“检查码”约 1900 张，

涉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近30%。

推进“无码不检查”制度落实，也为

检查工作带来诸多便利。

“检查时，商户要先扫码核实检查

内容和检查者身份，这也让执法检查工作

更规范。”江宁路街道城管执法中队一级

行政执法员宋洁表示。

“扫码检查”
——减负累、提质效

今年3月，重庆市江北区生态环境局、

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根据

检查计划对某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开展

“综合查一次”跨部门联合检查。检查

开始前，3名执法人员主动扫描了该企业的

“企业码”。

据了解，执法人员扫一扫“企业码”即

可获取检查任务、检查内容和历史执法数

据，实现检查内容“一码明晰”、企业情况

“一码掌握”、重复检查“一码预警”。

“企业码”不仅让企业吃下“定心丸”，

也让执法工作“一目了然”。

江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二级主办丁雪飞表示，检查前必扫码有效

杜绝了随便入企检查，切实减轻企业负累。

据了解，目前重庆市已有 11 个区县

开展了“扫码入企”现场检查。下一步，

重庆还将加快部署使用“执法码”，通过

“企业码”和“执法码”两码互核，实现入企

现场检查可追溯监督。未来还将依托

“执法＋监督”数字应用，完善涉企行政

执法监督评价机制，推动营造一流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

“码上监督”
——重监督、有反馈

“您好，这是我们本次检查任务的

二维码，您还可以通过‘浙里办’App 对

我们的检查行为进行评价。”

近日，浙江嘉兴港区综合执法分局

执法队员将检查结果录入“浙政钉·掌上

执法”平台。检查结束后，被检查对象便

可以扫码获取行政检查相关信息，并对

检查内容进行监督和评价，实现“码”上

知情、“码”上监督、“码”上评议。

数字智能让检查工作全过程可追溯，

让检查更加透明、高效、便捷。“检查完

以后还可以重新扫码再看检查结果，自己

也能对照整改，方便不少。”餐饮商户

李女士说。

据了解，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

将“亮码执法、亮码检查”作为执法人员入

企检查的标准程序和规范要求。每一个

码对应一次入企检查，全程上线、全程

留 痕，企业通过扫码就可以清楚知道

“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并对

检查结果进行评价；监督部门通过对码的

追踪就可以开展实时监督。

“下一步，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辅助

行政执法工作，提升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

工作智能智慧水平。”浙江省司法厅厅长

戴纪表示。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 杨洋 整理

【新闻回放】4月 1日起，《公共安全

视 频 图 像 信 息 系 统 管 理 条 例》正 式

施 行。这部中国首部系统性规范公共

视频管理的行政法规，不仅为公共安全

划定了法治边界，更在数字时代的权利

图谱中勾勒出一幅公共治理与个人权益

相得益彰的新图景。

网友观点：数字时代，个人隐私保护

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法治方式规范

公共摄像头管理，既充分发挥其在维护

公共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又有效防范

可能产生的风险，避免摄像头成为“隐私

黑洞”，展现了我国在数字时代社会治理

的创新实践。只有在法律、技术和社会

监督的共同作用下，公共摄像头才能

真正成为让群众更安心、更放心的“安全

卫士”。

网友观点：法律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

当下，信息技术正前所未有地改变人们

的生活，必须坚守公民的合法权益，

更好地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体权利，写就

一个大大的“人”字。

【新闻回放】近日，北京科技大学

一 位同学在短视频平台分享了一张

外卖订单，订单的备注栏上写着“哈哈，

儿子：妈妈学会给你点外卖了，好开心。

辛苦外卖小哥了，谢谢！（少放辣）千里

之外的儿子会 不 会 很 惊 喜 ”。 视 频

一下子戳中了网友们的心。

网友观点：三十年前的母爱，是煤炉上

咕嘟冒泡的砂锅，是缝在衣服上的补丁；

三十年后，母爱成了外卖平台上反复

修改备注的订单，成了配送地图上闪烁

的光标。即便时代更迭、媒介变迁，那些

穿梭于光纤和数据流中的牵挂，不仅

没有丝毫褪色，反而在技术的缝隙间

生长出新的枝芽。

网友观点：在数字时代，我们拥有

前所未有的便捷，能瞬间联通彼此。但这

还远远不够，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浅尝辄

止的问候，不妨主动发起视频通话，让父母

看到你灿烂的笑容，分享生活中的喜悦，

跟父母讲讲新学的知识和有趣的见闻，

就像小时候他们耐心给你讲故事一样。

只要我们用心浇灌、用爱维系，在数字时代的

浩瀚星河里，亲情之光也将熠熠生辉。

运动会上的科技范儿

4月2日，在西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举办的2025年

春季田径运动会上，一只只憨态可掬的机器狗在学生们的

操控下亮相，成为全场瞩目的科技亮点。伴随着轻快的

音乐，机器狗灵活地完成起跳、转圈、双腿站立等动作，

并与观众互动“打招呼”，引发学生阵阵欢呼。

记者 张璐 摄影报道

（上接第1版）
这是各方呵护妇幼健康的缩影。以妇幼

保健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基础、以大中型医院和教学科研机构为支

撑，我国妇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已建成3491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个

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共有妇幼保健机构

3081家，妇产科医师数达到37.3万人。

截至 2023 年底，儿科医师数量增长到

23.4万人，每千名儿童床位数为 2.55张，较

2015年增长了0.62张。

加强顶层设计，将妇幼保健服务网络

逐步嵌入医疗保障网和三级医疗保健网；

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和高水平

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

儿科服务比例达到 90%以上……我国妇幼

健康权益正在得到更充分保障。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说，将

进一步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优化全生命

周期服务链条，提升妇女儿童健康获得感，

推动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

齐携手：共促全球母婴健康

妇幼健康的获得感，并非“环球共此

凉 热”。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全球

有近30万名妇女因妊娠或分娩失去生命，超过

200万名婴儿在出生后第一个月内死亡。

让“中国答卷”成为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可提供切实帮助的“中国力量”——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 100 个妇幼健康

工程，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实施“改善

非洲八国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项目”，

中国助力提升当地在妇幼健康领域的服务

水平。

中国援外医疗队在摩洛哥、埃塞俄比亚、

东帝汶、圭亚那等4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妇幼

健康保障工作，传播推广适宜技术。2024年

医疗队在外接生新生儿6.38万人次。

通过实际行动积极加强与国际组织

合作，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建设符合国情的

健康服务体系……

雷海潮说，中国将秉持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理念，继续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

国际组织提高全球母婴健康水平，与世界

各国一道并肩奋进，共同为人类创造一个充满

希望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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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绣花式再生”盘活城市“剩余空间”
□ 记者 闫智 张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土地

资源愈发紧张。近年来，西安通过“绣花式

再生”盘活高架桥下、废弃厂房等闲置

空 间，将“剩余空间”转化为家门口的

“幸福充电站”。

4月3日上午8时，家住西安市东二环

的安大妈如往常一样，来到建工路高架桥

下的绿带公园，一招一式打起了太极拳。

2020 年 11 月，建工路绿带公园进行

提升改造，以“公园城市乐享生活”为设计

主题，旨在建设一处集运动健身、慢行交通、

休闲游憩于一体的带状公园，为周边群众

打造一片充满生活气息的“乐土”。次年，

绿带公园建成，设置小广场6个，包含休闲

娱乐、老年康乐健身、儿童乐园、林带景观

等功能。如今，绿带公园成为周边群众的

“运动乐园”，广场舞的欢快节奏、慢跑者

的矫健步伐、羽毛球在空中的飞速穿梭……

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机的画面。

“在拥挤的市区里有这么一处公园，

可以散步休闲、打球健身，老人孩子都

特别喜欢。”正在打羽毛球的李先生告诉

记者，以前打球得去两公里外的体育场，

现在家门口有了运动场地，每天都会来

锻炼身体。

省政协委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李昊认为，将城市“剩余空间”

改造成各类型口袋公园，能够弥补开发

建设时的疏漏，并有效盘活闲置空间，

提升城市空间利用效率，使城市空间布局

更加合理。同时，还能与周边商业、文化

等设施相互补充，形成更具活力的城市

功能组团。

3 月 29 日，记者来到位于曲江新区

新开门立交桥下新开门南路与南三环

交汇处的运动公园。这座“隐藏”在高架桥

下的运动公园，不仅配备了足球、篮球、

网球等标准化场地，还通过立体设计整合出

5773平方米绿化带，形成“空中车流、地面

运动”的复合空间。

“在进行桥下空间改造施工过程中，

交通通行安全及桥体安全防护是重点考虑

的因素。”工作人员一边带领记者参观，

一边介绍说，运动公园整体设计以现代、

简洁风格为主，场地采用比赛场地级别

地面材料，使用隔离网和透光材料进行

围挡，建有2块五人制足球场、1块网球场、

3块标准篮球场，球场面积5055平方米。

“设计之初，我们充分考虑市民多样

化的运动需求，除球类运动场地外，还规划

了儿童游乐区和休闲区，确保各年龄段

市民都能找到适合的运动方式。”运动

公 园工作人员说，为进一步完善曲江

“15分钟健身圈”，充分满足周边居民体育

运动休闲活动需求，高架桥下北侧区域

还建有曲江运动驿站，驿站包括卫生间、

收费停车场、商品售卖区、医务室以及

监控室等，相关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记者随机采访了正在运动的市民，大家

对运动公园功能的不断完善普遍表示

满 意。“场馆建设标准，灯光明亮，预约

小程序操作简单，运动时不会有人打扰，

打完球还能买杯冷饮，运动体验不输商业

健身房。”市民王女士说。

城市“剩余空间”的蝶变，背后是政府

规划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创新。2024年5月，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市政协

十五届三次会议第 30号提案的复函》中

提出，将以建设“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目标，

重点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开展市政基础设

施更新改造，重点完善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

设施，重点保障生命安全通道畅通，合理解决

停车难问题，同步开展风貌和环境整治，

积极通过存量挖潜和扩容提质，盘活存量

闲置和低效利用的房屋和用地。

“这些‘边角地’承载着城市记忆，改造

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绣花式再生。”李昊

举例，大明宫遗址区利用唐城墙残垣打造

文化步道，3511厂转型文创科技园，既保留

历史肌理，又激活了空间价值。

雁塔区的 3511 厂，曾是中国最大的

毛巾厂，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逐渐没落。

2021年，这座闲置了七八年的工业遗存转型

成为“际华3511文创科技园”，保留锯齿形

厂房、红砖烟囱等历史符号，将内部空间

“切割”为生鲜超市、花鸟鱼市和文创餐饮、

时尚潮流的聚集地。

“自从这儿变成文创园区，我就老爱来

这里逛逛花鸟鱼市场，带小孙女吃吃饭、

买买东西，家人的休闲娱乐在这儿能一次

搞定。”附近居民刘爷爷说。

“未来，‘剩余空间’改造将不再局限于

单一功能或单一形态，而是结合场地环境、

周边条件、特色文化、功能定位等因素，

形成功能与形态的复合化和多元化，更加

贴合居民需求。”李昊建议，在改造过程中

要更加注重“功能折叠”，保留和利用历史

元素，将其与绿化景观相结合，通过植入

社区食堂、共享书房等“嵌入式”服务，让

小微空间变身“幸福充电站”，形成具有

独特文化魅力的公共空间，增强城市的

文化底蕴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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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斌 通讯员 张召）清明假期，

来商洛踏青赏花、休闲度假、旅游消费游客数量持续

上升，与去年相比，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同比

分别增长1.7%和1.74%。

赏花效应带动美丽经济

节前，商洛市县文旅部门围绕“花开商洛”季度

营销主题，会同有关景区，举办了“春到秦岭花开商洛”

春季精品旅游线路暨商洛通关文牒发布仪式、2025
“春到秦岭花开商洛”商州区“春来早游商州”宣传

活动、丹凤县康养旅游推介、“大美秦岭·小城镇安”

木王山杜鹃花季、山阳喜柿山居风筝季等系列营销活动，

推介花事资源，吸引大批游客走进金丝峡、木王山、

金凤山、桃花谷等景区，在紫荆、杜鹃、梅花、桃花的

花海里享受春日美好，带火美丽经济。

特色活动引领消费热潮

按照文旅＋康养、文旅＋体育，商洛市推出5条精品

旅游线路，联动金丝峡、天竺山、棣花古镇等核心景区，策划

终南山寨情景互动、商州“丹江沙滩乐园杯”沙滩摩托

亲子欢乐赛等 22 项系列文旅活动，棣花景区泥塑、

老包谷酒等非遗产品展销大放异彩，金丝峡景区的

旅游短视频大赛，吸引众多网络达人前来打卡，牛背梁

景区策划的健身挑战与趣味游戏，打造“可参与、可传播、

可留存”的沉浸式运动IP。终南山寨开展仙侠奇缘、情景

演出、互动赠票等体验活动人气爆棚，仓颉小镇策划

推出的洛惠渠红色追忆、仓颉小镇汉字溯源等吸引游客

超万人次。

文旅经济辐射效应凸显

商洛市推出“大美秦岭”西商文旅双城卡、惠民

演出、旅游套票、旅游年卡等政策，累计开展“2＋N惠民

演出”20多场次，惠及群众上万人次。秦岭博物馆成为新晋打卡点

深受游客青睐，吸引1.3万人参观游览。音乐小镇推出抖音平台讲解

服务 5折、演出场地 8折、研学套餐 8折等优惠，玫瑰小镇景区推出

抖音平台免费讲解服务、蝇网乐园团体票 8折等优惠，阳城驿景区

推出商洛人9.9元游景区活动，镇安塔云山、木王山景区对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现（退）役军人、警察凭有效证件享受免门票优惠政策，

柞水溶洞景区联合美团、抖音平台推出门票补贴等优惠政策。清明

假期，全市各客运车站、特色民宿、酒店、农家乐、小吃摊点、文旅商品

日均营业额均大幅上涨，文旅经济辐射带动效应显著。

暖心服务提升游客体验

商洛市县文旅系统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信息报送等

工作制度。市县两级盯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扎实做好风险隐患

排查，持续开展安全执法巡查，加强行业安全督导检查，坚决守住安全

生产底线。清明假期，全市出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人员300多人次，

检查经营单位 100多家，文旅市场安全稳定。公安、交警、市监、卫健

等部门执勤一线，金丝峡、牛背梁、天竺山等景区开通西安直达大巴

线路，日均运送游客超 2000 人次，按照省文旅厅暖心工程要求，

金丝峡、天竺山、牛背梁等景区增加 20余处开水供应、遮阳设施等，

为广大游客提供人性化便捷服务，游客反响和满意度持续向好，

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记者 冯家顺 罗沙）今年一季度全国

法院新纳入失信名单 39.42万人次，同比下降 9个百分点，同时完成

信用修复超40万人次，失信名单人数延续了2024年的负增长趋势。

这是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 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据介绍，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的主要手段就是删除失信信息。失信

被执行人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或主动纠正失信行为的，

人民法院可以提前删除失信信息，及时帮助其修复信用。

最高法执行局局长黄文俊在会上表示，2025 年第一季度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立审执协调”机制运行

更加顺畅，打击失信和规范执行齐头并进，助力激发市场活力。

法院执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关乎胜诉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兑现，关乎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加海

介绍，2024年全国法院共执结 911.82万件案件，执行到位金额超过

2万亿元，积极推动将胜诉当事人“纸上权益”兑现为“真金白银”，服务

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建设。

据悉，人民法院今年一季度执行完毕率 44.32%，执行到位率

56.74%，双双保持高位。同时，执行案件平均结案时间 72天，环比

稳步缩短。

交叉执行是最高法持续推进执行改革的重要举措，即通过运用

督促执行、指令执行、提级执行、集中执行、协同执行等方式，有效

防止权力、关系、人情干扰，强化监督管理，提高执行质量和效率。

权威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至今年 3月末，全国法院交叉执行

案件近 30万件，取得实质进展或化解近 15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近

1600亿元。

最高法当日还发布了 6 件执行实施专题指导性案例，这是

自 2010年指导性案例制度建立以来，最高法首次发布执行实施专题

指导性案例，涉及提级执行、集中执行、指定异地执行等交叉执行

方式的运用，执行立案前保全扣划措施的适用等，有效满足司法实践

需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一季度全国法院
完成信用修复超40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记者 高亢）国家数据局 7 日对外

发布通知，组织开展2025年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工作。

通知明确，本次试点工作将重点面向应用需求旺盛、发展基础

良好、经济社会价值高、示范带动力强的领域，组织开展企业、行业、

城市三类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工作。计划经过两年试点培育，形成

一批资源丰富、应用创新、生态繁荣、成效显著的可信数据空间，

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制度机制创新等方面，形成可复制推广的

经验模式，探索数据资源规模化流通利用新模式新路径。

据了解，此次试点工作的主要方向为企业可信数据、行业可信

数据和城市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其中，包括打造应用共创模式、构建

数据资源高效流通机制、建立产业生态培育体系、构建可持续运营

发展模式、推进可落地易复制的技术路径、探索数据空间互联互通等

重点工作任务。

据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试点工作的

推进，旨在落实《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工作

部署，引导和支持可信数据空间发展，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

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码”上检查更便利
——各地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出“新招”展“实效”

2025年可信数据空间
创新发展试点工作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