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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宣布启动二
手房交易“带押过户”，业主出
售住房时不必先结清前一笔贷
款，便可办理房屋过户登记，从
而省去了原先的解抵押步骤，
省时又省力。然而，一个多月
过去了，成功尝鲜“带押过户”
的购房人却寥寥无几。

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她
与卖方曾向中介提出加快交易
速度的需求，但中介却从未提

及可以办理“带押过户”。后
来，当她了解到这一新政并向
中介打听时，中介表示：“不推
荐，流程比较复杂。”一位经纪人
称，目前办理“带押过户”需要经
过至少11个步骤，包括业主申
请带押过户业务并签署相关所
需文件与三方协议、抵押银行出
具同意带押过户函、在不动产买
方银行办理二抵、在卖方银行办
理抵押权变更登记等。同时，办

理“带押过户”的资金监管业务
时，必须线下办理。

此外，记者走访了解到，截
至目前，多数银行仍没有出具
“带押过户”的具体流程和细
则，特别是涉及跨行办理时。

鹿杨（摘自《北京日报》）

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全国
网约车订单数一直处于上涨
状态，前三月环比分别上涨
14.1%、13.30%、9.70%；3月网约
车行业的订单量为7.16亿单，
同比增长32.8%。

然而，行业回暖的同时，
风险也在浮现。5月5日，三亚
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告，决定
暂停受理网约车经营许可及
运输证核发业务。此外，近一
个月内，济南、温州、东莞、遂
宁等地也纷纷发布网约车饱
和预警，提醒从业者谨慎“入
场”。多地政府部门频发预
警、加强管控，释放了什么信
号？开网约车，还能挣钱吗？
“打开一个平台，上面就

有50来家网约车公司，太卷
了。”42岁杭州网约车司机何
利说，竞争对象不乏不合规车
辆和司机。

开得累、挣得少，一些司
机选择了逃离。去年7月，在
金华开网约车的沈女士因“身
体吃不消，也没挣到多少钱”，
开车不到一年就退出了。

也有人不断进来。据交
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截至今
年3月31日，全国各地共发放

网约车驾驶员证522.9万本、车
辆运输证225.0万本，同比分别
增加115.6万本、61.6万本。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开
网约车？在某头部网约车平
台从事运营工作的许星说，一
是行业门槛低，基本上只要会
开车就行；第二，大部分网约
车司机没有太多技能，在体力
劳动中，开网约车算是待遇不
错的工作。 另外，这个群体
以中年以上为主。这也意味
着，他们在择业上面临年龄等
多方面的制约。

5月5日，三亚市停发网约
车“两证”，引发关注。

当地交通运输管理局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采取这一管
控措施，主要是近年来三亚网
约车平台及网约车数量激增，
运力趋于饱和，同时导致了违
规经营现象突出。
“目前国内不少城市网约

车数量以及运载量，已影响到
正常的交通出行结构。”长期
从事交通问题研究的专家、浙
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吴伟强告诉记者，如果一座城
市网约车过多，加上低运价竞
争，就会直接抢夺公交出行市
场。其结果就是减少地铁加公

交车出行在全出行结构中的比
例，最终导致城市交通拥堵。

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
网约车才是合适的？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
“要根据大中小城市特点、社
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和出
租汽车发展定位，综合考虑人
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城市
交通拥堵状况、出租汽车里程
利用率等因素，合理把握出租
汽车运力规模及在城市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分担比例，
建立动态监测和调整机制，逐
步实现市场调节。”

朱浙萍（摘自《钱江晚报》）

“特种兵式”旅游、淄
博“赶烤”、“一起去看音乐
节”……眼下，这些时髦玩
法正在成为拉动旅游消费
的新热点。无一例外，它
们都是由年青一代消费群
体率先激活的。

相比之下，老一辈出
游，欣赏自然风光、踏访古
迹遗址、“打卡”标志性景
区是必不可少的旅游“套
餐”。对于年轻人来说，观
光已经不是吸引他们奔赴
目的地的唯一因素了。

年轻人可以为了撸一
口烤串、尝一碗热播电视
剧中的猪脚面而跋涉千
里；可以为了在草地音乐
节上肆意摇摆、尽情歌唱
选择“诗和远方”；可以为
了加入少数民族的独特节
日，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程……当代年轻人对探
索未知世界有着极强的好
奇心，更加注重情绪价值
和社交属性，特色美食、兴
趣爱好、文化体验、节庆活
动都可以成为年轻人迈开
双脚、奔赴远方的理由。

在出游方式上，老一
辈的计划性更强，更依赖
旅行社等传统旅游组织；
年轻人则更加随性，热爱

自由行、自驾游，一时兴起就
出发。近年来越来越便捷的
交通网络、随处可寻的住宿和
餐饮等服务，以及兴起的各种
在线旅游服务商，为年轻人的
率性而为提供了便利，让旅游
变成了一种更高频次、更丰富
多元的消费活动。

虽然自然馈赠的山山水
水、历史沉淀的人文景观目前
依然是吸引游客到访的关键
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
越多当地人的生活场景、时尚
活力的生活方式、新奇有趣的
文化活动同样能令年轻人心
驰神往。给年轻人一个“说走
就走”的理由，每个目的地都
有值得重新审视的资源，古朴
的街巷与时髦的商业街区，音
乐厅、美术馆和戏剧场等文化
空间，颇有乡村特色的“村晚”
有可能成为全新的旅游吸引
物；每个目的地都有值得仔细
挖掘的文化，古老的非遗手艺、
传统的节庆活动等，都向他们
发出热情的邀约；每个目的地
都有值得坚持打造的品牌，旅
游可以与农业、科技、艺术、体
育广泛融合，嘉年华、音乐节、
体育赛事都可以被打造成有个
性、有品质、有态度的标签，成
为年轻人相聚在一起的理由。

张雪（摘自《经济日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印
发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
（试行）》提出，提供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的机构及其人员不得从
事诊疗活动，包括不得使用针
刺、瘢痕灸、发泡灸、牵引、扳
法、中医微创类技术、中药灌洗
肠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侵入
性或者危险性的技术方法；不
得开具药品处方；不得给服务
对象口服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中
药饮片；不得开展医疗气功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中医药主管

部门规定的其他诊疗活动。
这次发文，意在治理养生

保健机构违规开展诊疗活动等
现象。比如，当前不少养生保
健机构提供针灸、灌肠等医疗服
务；一些洗脚店、按摩店等，则宣
称能够治疗脚部皮肤病或腰肌
劳损、椎间盘突出等疾病；还有
一些美容美发店标榜能够治疗
心脑血管等疾病。由于养生保
健机构违规开展诊疗活动而导
致的消费纠纷也时有耳闻。

养生保健越界行医较难治
理，是因为两者之间并无清晰
的界线，同样是针灸疗法，既可

用来养生保健，也可用来治病
救人。此外，由于“食药用源”
理念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面
对养生保健机构违规使用部分
“食药用源”的药品，消费者往
往浑然不觉。还有，是否具有
创伤性、侵入性或者危险性等，
是区别中医养生保健和中医诊
疗的关键因素，但这方面养生
保健机构往往言语含糊，使普
通人较难甄别。

更要看到，越界行医不仅在
养生保健领域，其他很多方面也

跃跃欲试，甚至明目张胆地“傍
医”。比如保健食品宣传具有治
病功效，是在商品功能上“傍
医”；生活美容混用于医学美容，
是在服务范围上“傍医”。普通
的“妆字号”面膜标榜“医用”以
及“消字号”产品当做药品促销
等，无不属于“傍医”行为。

在养生保健与诊疗之间划
出清晰界线，不仅出于维护消费
者权益的需要，而且也利于这个
行业健康发展，让养生保健机构
只提供高质量的养生保健服务，
守住不越界行医的底线。

秋实（摘自《北京青年报》）

“5月1日起新规实施，
再提严查‘挂靠’社保，举报
可获10万元奖励。”近日，在
北京从事文案撰写工作的黄
希刷到了这条消息。这条新
闻是今年5月起实施的《社
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
理办法》，该办法进一步鼓励
公众举报社保违法违规问
题。在此之前，去年3月起
施行的《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
督办法》明确，用人单位、个人
通过虚构个人信息、劳动关
系，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骗
取社保待遇的，涉嫌违法。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多项
规定对社保“挂靠”划出“红
线”的背景下，仍有一些灵活
就业者受户籍限制无法在工
作地参保，选择“挂靠”社保。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
中心副主任、副教授薛惠元告
诉记者，社保代缴现象背后，
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城乡居民
和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
差距过大。人社部数据显示，
2021年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
老金为2987元，同期城乡居民
月人均养老金只有179元。一
些农村居民为获得更高的退休
待遇而选择“挂靠”社保。

记者注意到，不少“挂靠”
社保人员只知道这一行为不可
取，并不了解背后的法律风险。

有律师指出，社会保险法
规定，劳动者的参保单位应和
用人单位保持一致，“挂靠”社
保即参保单位虚构劳动关系

为不符合条件人员办理参保，
涉嫌伪造材料、虚构劳动关系
等违法违规操作，属于社保欺
诈行为，将受到处罚。

2021年，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显示，一公
司虚构劳动关系，为36名不具
备参保条件的孕产妇缴纳生
育保险，骗取生育津贴98万余
元，最终8人获刑。

目前，多地人社部门发文
提醒，通过“挂靠”代缴等手段
参保是违法违规行为，甚至还
会面临代缴公司卷款跑路，个
人财产受损、信息泄露、影响
个人征信等多重风险。
“挂靠”叫停后，一些灵活

就业者在工作地怎么上社保，
社保需求怎么解决？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

督办法》对代缴在内的社保违
法违规现象划出‘红线’，加强
了社保缴纳的规范性和社保
基金行政监督。这说明政府
对规范社保基金管理的重视
程度越来越高，未来社保欺诈
行为、违规操作的成本将越来
越高。”薛惠元表示。

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
员规模已达2亿左右。2021
年7月，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
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
业地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
户籍限制，提出个别超大型
城市难以一步实现的，要积
极创造条件逐步放开。

今年5月起，在上海市
就业的外省市户籍灵活就业
人员办理就业或社保登记后，
可以按月缴纳基本养老、医疗
保险费。据统计，上海、广东、
深圳、安徽、河南、浙江、江苏
等多地陆续发布灵活就业人
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政策。
“当前我国发展存在地区

不平衡，一线城市面临着‘大城
市病’，如果直接取消户籍限
制，社保的转移接续、社保基金
的跨地区调剂，以及由此带来
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失衡等都是
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薛惠元看
来，全面放开参保的户籍限制
是大势所趋，应采取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逐步实现的方式。

薛惠元建议尽快实现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
全国范围内的统收统支，同时
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系
统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平台，实现社会保险全国
联网、跨省“一网通办”。此外，
可以适当降低以灵活就业人员
身份参保的费率和缴费基数，
减轻该群体的缴费负担，提高
其参保积极性。

于灵歌（摘自《工人日报》）

多项规定对代缴划出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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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发布网约车饱和预警

开网约车还能挣钱吗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过程中

“傍医”乱象何以难治理

二手房“带押过户”启动后 成功尝鲜者寥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