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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民生

【平原腔声】 理性消费可避免“年货上的浪费”
□姬国庆

“实事惠民生·干出‘新’精彩”2024年新乡市重点民生实事系列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1月17日上
午，我市召开“实事惠民生·干出‘新’
精彩”2024 年新乡市重点民生实事系
列新闻发布会——开展法律援助和民
营企业法治体检专场。市司法局相关
负责人对该项民生实事开展情况进行
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

2024 年，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牢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
落实“大司法行政”理念，充分发挥司
法行政“一个统抓、五大职能”作用，把
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密切联系和服务群
众的关键抓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法
治新需求，用心用情用力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一年来，全市共受理法律援助案
件11409件，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共出具
法律意见 2473 次，超额完成目标任
务。2024年，市司法局被评为“全国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法律援助已连续多年列为全市重
点民生实事项目，全市13个法律援助
机构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援助法》，坚持“应援尽援、应援优
援”，持续深化开展“法援惠民生 助力
农民工”“法援护苗”“法律援助进高
墙”“法援助残”“法援夕阳红 护老显真
情”等常态化宣传活动，其中在春节、

“三八”国际妇女节、“3·15”消费者权
益日、九九重阳节等重要节点开展法
治宣传65场，现场解答咨询5000余人
次，发放法治宣传品2.4万余份。注重
精品案例示范宣传作用，4起案件获评
全省法律援助精品案件和优秀案件。
市司法局拍摄的法律援助宣传片《我
在你身边》，获得全省首届法律援助短
视频大赛三等奖，进一步扩大了法律
援助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

2024年，市司法局进一步优化完善
法律援助体系，加强法律援助平台建
设，将法律援助的触角向基层一线延伸
拓展，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主动融入中原农谷发展大局，建成并投
入运行中原农谷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
立中原农谷法律援助工作站，实现了全
市法律援助网络全面有效覆盖。成立

“军人军属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对军
人军属和退役军人提供一站式法律服
务。认真落实“政务下沉 全城通办”工
作要求，将包括“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
请”事项在内的93项政务服务事项下
沉至4个市辖区，群众可自主选择到就
近的市辖区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办理。

截至目前，全市现有市县法律援
助中心13家、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
作站150个、村（社区）法律援助便民点

3779个，在妇联、残联、老龄委、退役军
人事务管理部门、军分区和驻新部队、
设法学专业的高校、驻新监狱、强制隔
离戒毒所均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
在部分律师事务所设立了法律援助受
理点，在全市各看守所、司法机关设立
了法律援助值班室，构建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点面结合、惠及全民”的
法律援助服务体系。

在打造热线服务品牌方面，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作用，设置6
个固定坐席和2个机动坐席，实行热线
接听峰谷管理，我市热线接通率和满
意率持续位居全省先进水平。建立热
线接听、工单办理、研判分析的全流程
工作机制，对群众来电做到了简单事
项即时服务、即刻办结，复杂事项首问
负责、科室协同、跨区联动、限时办
结。2024年，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共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37443人次，联
动处置涉稳线索 6 起，群众满意率达
99%以上。

在提高服务企业质效方面，切实
发挥法律服务职能作用和律师专业优
势，不断优化法治体检服务工作。整
合全市法律服务资源，在我市成立法
律服务团队 37 个，参与律师 190 名。

深入企业调研，通过组织座谈会、问卷
调查，摸准民营企业法治需求。广泛
开展“服务实体经济 律企携手同行”

“法律六进”等活动，定期为企业“一对
一”开展培训讲座、提供法律咨询、审
核企业合同和制度等法治体检服务，
全面分析企业法律需求和风险点，帮
助企业查找制度漏洞和薄弱环节，推
动法律风险预防关口前移。同时，根
据服务活动中开展情况和发现的问
题，及时梳理行业性、区域性民营企业
法律意见建议，供党委政府和有关部
门决策参考。2024 年，全市律师共服
务“三个一批”项目所在企业235家，与
53 家市、县工商联及所属商会实现了
精准匹配、有效对接，有力提升了服务
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和实效。

“法治守护百姓平安福祉，护航企
业稳定发展。在今后的工作中，新乡司
法行政将继续站位全市工作大局，认真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办好民生实
事的部署要求，立足职能定位，积极主
动作为，持续提升服务群众和企业的能
力水平，用法治力量保障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护航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建设
更高水平的法治新乡，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新乡实践贡献更大力量。”市
司法局副局长耿梅红说。

开展法律援助和民营企业法治体检
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卓）加快完善交通
基础设施网络，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
需求。1月19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
了解到，2024年全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增势强劲。其中，去年全市实施交通重
大项目17个，总投资386亿元，完成投资
102.6亿元，占省定投资任务93.1亿元的
110.2%，连续4年突破百亿大关。

随着我市高速公路网的不断完善，
为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便利。去
年，长修、安罗等5个在建高速项目全部
超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累计完成投资
全部超过80%，土方填筑全部超过计划
建设时序。黄河特大桥、跨新兖铁路特

大桥、跨京港澳高速枢纽、何营枢纽互通
等重大控制性工程全部提前实施，安罗
高速钢混组合桥梁智能建造项目入选交
通运输部第二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
点。全市在建高速项目3个服务区全部
开工建设，已通车高速项目6个服务区
正加快完善相关手续，走在全省同批同
类项目前列。

干线公路承担着重要交通运输功
能。去年，我市持续完善“七横十五纵三
环”普通干线公路网，G230封丘至开封
黄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提前半年建成通
车，我市再添一条跨黄河通道；郑新快速
路全面开工，卫辉至S309路段已具备通

车条件；S229 跨新焦铁路桥等市域“三
环线”重大节点全面开工，S311 封辉线
延津县城至S229交叉口段改建工程等6
个新开工项目加快建设，我市国省道管
养路面技术状况指数位列全省第2名，
连续两年保持全省前3。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对生活在农村
的群众来说意义重大。我市以“十四五”
末创成全国“四好农村路”建设市域突出
单位为目标，督促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力
度，获嘉县持续推进农村公路“一路一
码”信息化建设，交通数字化平台基本实
现农村公路和交通设施可视化、信息化
管理全覆盖。去年，全市新改建农村公

路251公里，占年度任务的125.5%，市交
通运输局被评为全省“四好农村路”高质
量发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先进集体。

精品旅游公路会有效提升城市文化
内涵和影响力。我市围绕建设“太行天
路”“黄河古都”“牧野风云”三大主题旅
游公路，推荐8条旅游公路申报河南省
精品旅游公路。卫辉市苍峪山水路、辉
县市联十八盘古道、樱花景石大道等 3
条太行云天一号旅游公路纳入全省 20
个特色路项目支持范围，获得省级资金
支持 1128 万元，并入选省交通运输厅、
省文旅厅联合遴选的全省2024年“公路
旅游”特色路典型案例。

去年全市交通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02.6亿元

新春脚步临近，1月16日，市消协向
全市消费者发布蛇年新春消费提示，提醒
大家年货采购、直播购物、外出旅行等方
面的注意事项。（《平原晚报》1月17日A04
版报道）

理性消费，按需采购。大家采购年货
时应当按需要采购，非必要，不采购，切实
避免“年货上的浪费”。

过去，经济不发达，物资匮乏，逢年过
节，大家为了改善生活，就会购买大量年
货囤积起来，在春节期间慢慢“消化”，有
些家庭购买的食物，足够一直吃到元宵

节。
说句实在话，就以前的经济条件而

言，大家购买大量年货有一定的必要性，
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非
常好，物质极大丰富，大家的生活比蜜甜，

“天天都是过年”，已经失去了囤积年货的
必要性。

事实上，很多人早已转变了消费观
念，有的按照自己的需要采购年货，有的
按照平时的生活习惯理性消费。

然而，对于有些老年人来说，因为常
年形成的过年习惯比较难以转变，他们还
保持采购大量年货的习惯，甚至囤积年货，

有些家庭春节期间每天都在“吃剩饭”。
其实，非理性采购年货的不只是老

年人，有些年轻人的思想不成熟，也不知
道“心疼钱儿”，春节期间在商家的促销
下，就会非理性地“买买买”。特别是正
在谈婚论嫁的青年男女，因为思想不成
熟，或者为了“撑面子”而“打肿脸充胖
子”，冲动之下采购了一些“非必要”的物
品。

毫无疑问，采购大量年货，不但浪费
了大量资金，而且占用了家庭空间。特
别是那些“可有可无”的物资，成了“用无
价值、扔了可惜”的“鸡肋”，从而造成了

“年货上的浪费”。

就现在的消费市场而言，物质极大
丰富，商家服务非常好，有些商家还是
24小时不间断营业，大家完全没有采购
大量年货的必要。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春节期
间，大家应当转变春节消费观念，听从市
消协发布的新春消费提示，根据自己的
实际需要采购春节必需品，非必要，不采
购，切实做到精打细算、理性有度。

另外，有些商家为了多卖商品，往往
有打折、赠品等促销活动，消费者千万不
要被商家所迷惑而失去理性，应当把钱

“用到刀刃上”，避免产生浪费，让自己的
春节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