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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工
作，营造人人参与监督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
2023年8月7日，《西宁市生产安全事故及隐患
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制定印发并实施。

一、《办法》制定意义
《办法》主要是通过实行举报奖励制度，

对被举报的事故隐患实施整改，对非法违法
行为予以处罚，可以实现安全生产工作的“三
个转变”：从政府监管层面实现事故发生后被
动调查处理，向事故发生前主动受理举报、核
查发现问题、消除隐患转变；在监管方式上实
现由一般性的“大水漫灌”式的部署检查，向
根据举报、剑指问题、精准发力转变；在监管
力量上实现由政府部门单打独斗向发动群
众、社会共治转变。

二、《办法》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事故隐患

和非法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鼓励社会各界
和广大群众对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有

限空间、粉尘爆炸、有色金属、液氨制冷、消防、
冶金、建材、机械、轻工、纺织、商贸等行业（领
域）的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三、谁可以成为举报人？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以下统称举报

人）有权向应急管理部门举报安全生产事故
隐患、非法违法行为和瞒报、谎报事故。鼓励
生产经营建设一线的从业人员积极举报身边
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

四、事故隐患包括？
本办法所称事故隐患，是指生产经营单位

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或者因其他因素在生
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
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包括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

五、奖励标准是什么？
对举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非法违法行

为和瞒报、谎报事故，经核查属实的，应当给

予举报人现金奖励：
（一）举报一般事故隐患和一般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的，视情给予1000元奖励。
（二）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

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 15%计算，最低奖励
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三）举报瞒报、谎报事故的情形，奖励人
民币1万元至10万元。

六、举报渠道有哪些？
举报人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

应急管理部门不做区分，同等对待，及时受
理。举报人可以通过电话、书信、电子邮件、
微信等方式举报。

方法一：微信小程序举报

方法二：信访举报
写信至西宁市应急管理局（西宁市城西

区水务大厦九楼）
电子邮箱：xnsawb@126.com。
方法三：电话举报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0971-12345；
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值班电话：
0971-8230155。
七、奖励如何领取？
举报人接到领奖通知后，应当在60日内，

凭举报人有效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无
法通知举报人的，受理举报的单位，可以在一
定范围内进行公告，逾期未领取奖金者，视为
放弃领奖权利；能够说明理由的，可适当延长
领取时间。

八、《办法》全文如何获取
在“西宁应急”官方网站及微信、微博等

新媒体平台，搜索“举报奖励”可浏览《办法》
全文。

安全生产 举报有奖 人人参与 共治共享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 谢希瑶 潘洁）如何推动中越
经贸关系发展？当前外贸外资形势怎么看？商务部12月14日举
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经贸热点。

推动中越双方务实合作提质升级

中越双方日前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在深化中越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
共同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说，商务部将与越南相关部门
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方务
实合作提质升级。

一是保障双边贸易稳定畅通。发挥贸易畅通工作组等机制作
用，共同推进中越边境口岸升格开放、边境智慧口岸建设、“单一窗
口”等合作。支持边境小额贸易、边民互市贸易和跨境电商发展，
提升双边贸易往来效率和便利化水平。

二是加强新兴领域合作。落实商务部与越方签署的加强数字
经济领域投资合作和推动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加强双方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清洁能源领域交流合作。

三是拓展农业经贸合作空间。用好进博会、广交会、中国东盟
博览会等展会和跨境电商平台，支持扩大自越进口优质农产品。
支持企业加强大米、木薯等贸易合作，加强农产品产供链合作。

四是深化多边合作。中越双方将加强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机制下的合作，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构筑安全稳定、
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外贸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累积

束珏婷说，近几个月，中国货物贸易呈现回稳向上的势头，以
人民币计进出口增速连续4个月回升，10月、11月均实现正增长。
综合来看，外贸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回稳态势持续巩固。

一是贸易活跃度继续上升。中国出口贸易量自8月起同比由
降转增，且增幅持续扩大，11月当月出口量增长12%，达到二季度
以来峰值。与此同时，进口贸易量连续10个月保持正增长。量的
稳步增长是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重要支撑。

二是外部需求呈现回暖迹象。11月当月，中国对美出口结束14个
月的下降，转为增长9.6%，对日、韩等进出口降幅收窄。手机、家电等消
费电子产品回升势头明显，11月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进口量连续3个月增长，显示出终端电子产品的出口需求有所改观。

三是企业预期持续改善。商务部跟踪调查显示，外贸企业出
口订单情况连续6个月好转。

谈及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束珏婷介绍，四季度以来，不少跨
境电商平台在假日购物季中表现良好。行业数据显示，部分平台11
月在欧美市场的成交金额增长超过两倍。今年以来，中国跨境电商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前三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1.7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4.4%，拉动同期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超1个百分点。

当前引资规模仍处于历史高位

在回应关于如何看待当前外商投资与利用外资形势的记者提
问时，束珏婷说，受经济和非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出现一定波动。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引资规模仍处
于历史高位，引资结构不断优化，高技术产业占比提升，外商来华投
资热度不减，前10个月，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实际对华
投资分别增长110.3%、94.6%、90.0%、66.1%和33.0%（含通过自由港
投资数据）。

“中国始终致力于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更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束珏婷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在
全力抓好落实“稳外资24条”，近期已经出台不少具体举措。还有
一些政策正在制定过程中，比如优化境外已上市药品境内生产申
报程序、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等。相信随着这些实实在在的
举措落地实施，外国投资者在华经营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她说，下一步，商务部将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推进制度型开
放，积极回应外资企业诉求，进一步推动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不断
优化外资促进和服务。

商务部回应近期经贸热点

现代社会，独居独户群体增多，
给我国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带来新挑
战，提出新需求。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8 亿
人，其中空巢老人占比已经超过一
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 70%。早在
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就显示，
2020年全国共有家庭户近5亿户，其
中“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户，占全
国户口总数的25%。

在过亿的“一人户”中，除去人口
老龄化的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
素是选择独居的中青年越来越多。

独居独居，，正被越来越多的中青年所接受正被越来越多的中青年所接受

独居，指长期独身一人居住的状
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回家、一个
人刷手机、一个人看病、一个人饲养
宠物……这是不少独居人群的生活
状态。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范柏乃分析，我国当前的独居群体主
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老年单人
家庭，另一部分是年轻人单人家庭。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个体主义思潮的
兴起和人类寿命的延长，独居正被越
来越多的中青年所接受，并已逐渐成
为一种新的人口结构、家庭模式和生
活方式。“这意味着，在中国的独居人
口图谱中，大部分的独居人群为中青
年，而且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历程
看，独居倾向还会增强，独居人群也将
呈现城市化和年轻化特征。”范柏乃说。

随着单人家庭数量的增多，近些
年单身经济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单
人消费的新需求也迸发出来：100克
装大米、50 毫升威士忌、一人小火

锅、小型公寓、一人KTV……
“未来，会有更多的商业模式专

门服务于独居人群。比如，给独居老
年人提供疾病监测、提供安全保障的
服务，点餐、家政等需求会进一步增
加，花钱买方便与花钱买时间的懒人
经济有可能更加流行。”浙江大学经
济学院研究员张川川说。

辩证看待独居群体辩证看待独居群体

为何会产生独居，它有哪些个人
及社会成因？

——社会发展为独居生活提供
了可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分工越
来越细，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人
认为不再需要通过组建家庭来抵御
生存风险，保障生活质量。“个人获取
资源的能力越低，越喜欢群居。现代
社会中，当个人通过市场机制就可获
得较多生存资源时，个人对家庭、团
体、社区的依赖性就会降低，选择独
居就成为可能。”27岁独居青年赵磊
这样解释。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剧社
会独居趋势。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
进，个体成为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的
基础单位。为谋生计，年轻人不断从
乡村流向城市。美国社会学教授艾
里克·克里南伯格提出，大规模的城
市化是促成独居社会兴起的因素之
一，单身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
且普遍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城市对年轻人的虹吸
效应，也是造成独居老年群体增多的
重要因素。浙江独居老人王奶奶说，
她育有两子一女，子女都在大城市工
作定居，尽管子女想将她接到城市生
活，但她觉得自己生活在老家更舒适。

——观念变迁等影响独居行
为。伴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当代青
年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已发生变
化，独居成为社会竞争压力下不少年
轻人的“解压”方式。在独居小屋中

“享受自由”，成为这部分人的刚需。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认

为，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经历了快
速的社会变迁，不同代际之间的价值
观念和认知差异很大，跨代际居住带
来的矛盾会比较多，这些因素都促成
了独居行为的增多。

“独居生活应该是一个中性概
念。”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章安邦认
为，独居是城市青年的人生必经阶段
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应辩证地看
待青年们的独居生活方式，对其进行
分层分类研究，而不能持偏激、片面
的观点。

公共政策应预判风险并及时介入公共政策应预判风险并及时介入

有媒体曾在网上做过“你是如何
扮演城市空巢青年的？”和“一个人住
有哪些让你欲罢不能的好处？”两项
调查。从上千位网友对独居生活的
回答中发现，大部分网友的独居生活
有苦也有乐。独居者虽然很享受自
由生活，但在某些时刻也会感叹“无
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

独居意味着自由，也隐藏着一个
人生活的风险。杭州独居女士李雪
说：“我担心身体突发疾病时，无人照
顾。”在一篇“独居女生被困23小时”
的报道中，就描述了独居女生被困在
浴室中一天一夜，通过敲击水管才获
得救助的故事。类似独居造成的居
家风险案例不在少数。

“随着老人的高龄化和社会的少
子化，以后高龄独居老人的数量将进
一步增加，其失能失智的风险也在增
大。而一旦失能失智，家里又没有儿
女照顾，或者退休金较少请不起保姆
的话，这部分人群将是老年人中最需
要帮助的群体。”杭州市翠苑四区社
区工作人员说，长远来看，如果单身
人群不断增多，未来社会的养老压力
将会越来越大。

章安邦说：“对于一些人群因独
居而产生的社会疏离倾向，需要社会
多方面的关注和帮助。例如，可以通
过组织交友联谊、文化娱乐等社交活
动，丰富独居青年的日常生活。”

对于独居群体中的老年人，还应
当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特别是
加强老年疾病照护、家庭适老化改
造、家政清洁、遗嘱公证、临终关怀等
服务，多措并举提升独居老年群体的
安全感和幸福感。 新华社电

过亿“一人户”，带来了哪些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