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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新修改的非法集资
刑事司法解释

近日，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今年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42个
近日，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

作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全面总结
了2021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
认真分析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安排
部署了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

据了解，2021年，全省住房城
乡建设系统全面完成了年度任务目
标，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全
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5.5%，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0.3%，全
省建筑业总产值完成2246.3亿元，
同比增长12%，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959.9亿元，同比增长7.4%，全省22
个城市启动实施356个城市更新项
目，1623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
工，全省新建改造城市道路638公
里，改造供热管网1102公里、供水
管网48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85.6
公里。完成老旧燃气“阀管灶”改
造 82 万户。全省新增城市绿地
902公顷。

2022年，全省要围绕“五大工
程”做好“八项重点”工作。

大力推动产业振兴。加大建筑
业改革发展步伐。推动建筑业高质
量发展，促进勘察设计行业加快繁
荣，提升监管水平，优化服务能
力。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
发展。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大
农民进城购房支持力度，有效防范
项目风险，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
优化住房公积金工作，规范国有土
地房屋征收。

全面推进城市更新。2022年
全省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42
个，实施新改扩建17座城市污水处
理厂，新建改造污水管网 400 公
里。建成7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城

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55%。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全
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动市政设
施更新改造。全省新改扩建城市道
路300公里，改造断头路50条。新
建燃气管网300公里，更新改造老
旧燃气管网900公里，建成燃气地
下管网智能监测系统10家，完成燃
气用户“阀管灶”改造100万户。改
造供热管网1000公里。

统筹开展村镇建设。在全省选
择 30个建制镇开展示范镇建设。
加快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整治，2022
年年底前，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整治
率达90%以上，2023年6月底前全
面完成整治。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提升农房品质，加强传统村落保
护。健全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辽河流域3000人口以下建制镇
要确保年内建成处理设施。完善农
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继续利
用“吉林一号”卫星对全省农村非
正规垃圾堆放点反弹现象进行排查
整治。

深入实施民生保障。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全省7个市县共建设
保障性租赁住房1.26万套（间），推
进棚户区改造。全省24个市县计
划改造各类棚户区2.04万套，计划
新建公租房500套，发放住房租赁
补贴 7.51 万户。加快保障性住房
空置等问题整改。做好棚改在建项
目排查整治。实施一般建制镇D级
危房改造。深化供热领域专项整
治，修订《吉林省供热管理条例》，
启动供热大数据平台建设。启动物
业治理11项重点工作，出台《吉林
省物业管理条例》10个配套文件，

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抓好停车场专
项治理。出台《加强停车设施管理
的指导意见》，制定《城市停车设施
建设技术标准》，完善停车管理制
度体系。

切实维护安全稳定。加强房屋
市政施工安全监管。持续开展“大
走访大排查大治理”，探索实行智
慧化工地。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排查
整治，推动老旧燃气设施更新改
造。强化消防安全源头管控。做好
城市生命线运行保障。加快住建领
域信访矛盾化解。做好住建领域疫
情防控和疫苗接种。

持续促进绿色降碳。建设“口
袋公园”和“小微绿地”150处。扶
余、靖宇、伊通等15个市县争创省
级园林城市，东丰等17个省级园林
城市积极申报国家园林城市。建设
自行车专用道20公里。因地制宜
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年底前试
点城市至少建成1个垃圾分类示范
片区。到2025 年，城镇新建民用
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达到
100%。

积极深化改革服务。落实《吉
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统
筹实施好12个行业专项规划。大
力开展“服务企业大调研”活动，深
入企业倾听诉求，解决问题。深化
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开展“强
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专项行动，
推进廉洁文明执法。探索“城市管
理进小区”，解决小区执法难问
题。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扎实做好党的建设。加强政治
建设。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平台抽成如何更透明？老年人出行如何更智能？“跨省通
办”业务办理如何更便捷？——

聚焦2022年交通领域民生实事新举措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记者

叶昊鸣）交通运输关系国计民生，
服务亿万群众。24日，围绕交通运
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老年人出
行、道路运输高频事项“跨省通办”
等社会热点问题，交通运输部有关
负责人进行回应。

平台企业抽成更“阳光”、更
透明

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职业
归属感不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
业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一直是社
会关注的重点。

2021年，《关于加强交通运输
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
意见》《关于加强货车司机权益保
障工作的意见》印发，对完善平台
和从业人员利益分配机制、规范平
台企业经营行为等进行部署安排。

上有部署，下有落实。交通运
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绣春表
示，交通运输部聚焦网约车、道路
货运新业态，将“实施交通运输新
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作
为“2022年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
事”之一。

在网约车方面，将督促主要网
约车平台公司向社会公开计价规
则，合理设定本平台抽成比例上限
并公开发布，在驾驶员端实时显示
每单抽成比例；

在道路货运方面，将督促主要
道路货运新业态平台公司向社会
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本平台订
单收费金额或抽成比例上限、会员

费上限等，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前段时间，我们与主要城市主

管部门和主要平台企业进行了对
接，就落实民生实事工作进行了部
署。”王绣春表示，交通运输部将督
促主要平台企业科学合理设定计
价规则和抽成比例、会员费上限，
加快完善软件功能，实现实时显示
抽成比例。

老年人出行更智能、更舒适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我国长期面
临的社会问题之一，如何保障老年
人出行便利，也是建设人民满意交
通的应有之义。

为老年人乘客提供快捷叫车、
优先派单、线下现金支付等服务，
推动在社区、医院等老年人打车需
求较高的场景设置暖心车站、“一
键叫车智慧屏”等设备……2021
年，交通运输部采取多项举措，积
极推动老年人交通出行服务工作。

“今年，在2021年的工作基础
上，我部统筹考虑老年人在打车、
乘坐公交等方面出行需求，将‘推
行适老化交通出行服务’作为
2022年的更贴近民生实事。”王绣
春说。

从具体措施来看，王绣春介绍，
在打车方面，将进一步推动提升巡
游出租汽车电召服务，完善网约车

“一键叫车”、电话叫车功能和服务
响应。

在公交出行方面，将打造敬老
爱老城市公共汽电车服务线路，在
全国新增1万辆低地板及低入口城

市公共汽电车，推动城市公共汽电
车站台适老化改造，在地铁车站配
备轮椅渡板，为老年人出行提供便
利条件。

“跨省通办”业务办理更便
捷、更高效

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是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的重要途径。2021年，道路运输高
频事项“跨省通办”工作进展顺利，
2022年这项工作仍将继续开展，并
将进一步推进服务提质增效。

办理渠道不断丰富。王绣春表
示，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换
证等5项高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目前可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网
站、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互联
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网
页端、道路运政高频事项“一网通
办”微信小程序和“道运通”手机
App 等 5 个全国统一入口，实现
7×24小时网上办理。

网上操作更加便捷。王绣春
说，营运驾驶员特别是长途货车司
机无论何处、何时，均可通过手机
或电脑在网上办理道路运输从业
资格“跨省通办”业务。

持续提高服务水平。组织编制
通俗易懂的网上办理指南，对中年
以上群体专门培训，指导从业人员

“网上自己会办”，同时全力提高跨
省通办覆盖面和便捷度。“截至目
前，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高频
服务事项办件量59.8万件，办结率
达96.9％。”王绣春说。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记者罗沙）最高人民法院24
日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的决定》，对原司法
解释中有关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处
罚标准进行修改完善，明确
相关法律适用问题。

据悉，刑法修正案（十
一）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集资诈骗罪刑法条文作出重
大修改，对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
刑产生重大影响。最高人民
法院刑三庭负责人表示，结
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司法
实践，最高法关于非法集资
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迫切需
要修改完善，并对有关定罪
量刑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据介绍，修改后的司法
解释共十五条，重点修改完
善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
准。同时，进一步修改完善
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
特征要件和非法吸收资金的
行为方式，明确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罚金
数额标准，明确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与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竞合处
罚原则，明确单位犯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
的定罪量刑标准等内容。

修改后的司法解释增加
规定网络借贷、虚拟币交易、
融资租赁等新型非法吸收资
金的行为方式，同时针对养
老领域非法集资突出问题，
增加“以提供‘养老服务’、投
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
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情形，为依法惩治P2P、虚拟
币交易、养老领域等非法集
资犯罪提供依据。

此外，修改后的司法解
释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
标准，不再区分自然人犯罪
和单位犯罪处罚标准，适当
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
入罪标准。同时明确了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积极退赃退
赔情节的适用，在提起公诉
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
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记者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部长王蒙徽24日表示，
2022年要保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运行。保持调控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政策
的精准性协调性。

王蒙徽在当日举行的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要继续
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保
障刚性住房需求，同时满足合
理的改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
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努力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2021年，在各方面共同
努力下，房地产市场总体稳
定。‘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成为社会共识。
我们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
制，进一步落实城市主体责
任，强化省级政府监督指导责
任。”王蒙徽说。

据介绍，去年全年，我国
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15.65亿
平方米，是近几年来的新高，
同比增长1.1％。房价涨幅有

所回落，去年70个大中城市，
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价格分
别上涨2％和1％，涨幅比
2020年分别回落1.7和1.1个
百分点。此外，房地产开发投
资保持了正增长；去化周期处
于合理区间。

在增强调控政策协调性
和精准性上，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副部长倪虹说，重点是
做到3个“加强”：一是加强土
地、金融和市场监管等政策
的协同，二是加强部、省、市
的调控联动，三是加强对城
市“一城一策”政策的指导和
监督。

倪虹强调，要坚决有力
处置个别房地产企业因债务
违约所引发的房地产项目逾
期交付风险。这项工作是以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为
首要目标，以法治化、市场化
为原则，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属地政府管理责任，维
护社会稳定，维护购房群众
合法权益。

2月 23日，中国科学院
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来
到长春理工大学，结合自身
学习工作经历，为师生们带
来一场生动精彩的报告。

张希以“我从导师那里学
到了什么？”为题，将他与吉林
大学沈家骢院士、德国美茵兹
大学林斯托夫教授两位恩师
相处的点滴娓娓道来，与大家
分享他从两位“大先生”身上
学到的教育理念和科研思
想。他在报告中提到，好老师
要帮助学生打开科学之门，选
择合适的研究方向，抓住重要

的问题，勤奋坚持，成功可能
只是时间的问题。他结合自
己在确定研究方向以及形成
思维特点的过程中老师们给
予的悉心指导，阐述了老师的
关怀和帮助对于学生成长成
才的重要性。

长春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杨玉新表示，张希院士的报
告阐释了“好老师”的深刻内
涵，讲述了“大先生”的育人
情怀，包含着为人、为学、为
师的道理，更体现出一种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城市晚
报全媒体记者 刘昶

帮助学生打开科学之门
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到长春
理工大学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