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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铁路客运全面推广使用电
子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铁集团发
布公告，自 11 月 1 日起，铁路客运领域推
广使用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旅客不
再需要打印铁路车票（纸质报销凭证）。

旅客在行程结束或支付退票、改签费
用后，可通过铁路 12306 网站和移动客户
端如实取得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并
进行查询、下载和打印。单位可基于电子
发票（铁路电子客票）开展无纸化报销、入
账、归档、存储等业务。

为方便旅客和单位，铁路客运设置了
“纸电并行”过渡期，过渡期截至 2025 年 9
月 30日。

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入
和行业规范管理

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公安部和国
家消防救援局发布公告，11 月 1 日起，对
新提出认证委托的电动自行车，应符合相
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改单要求，经过认
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
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督促电动自行
车生产销售单位全面落实质量安全主体
责任，在生产、流通环节加强电动自行车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各地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强化电动
自行车登记上牌管理，严格核验销售发票、
产品合格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等。

强化化妆品质量监督管理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化妆品检查管理
办法》自 11月 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检查机构应当建立并执行
检查工作管理制度和标准程序，持续改进
化妆品检查工作，保证检查质量。

检查发现化妆品造成人体伤害或者
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检查人
员应当立即报告派出检查单位，并报告被
检查对象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被
检查对象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依法对涉及的产品采取责令暂停生产、经
营的紧急控制措施。

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
构应完善保密制度

国家密码管理局发布的《电子政务电
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自 11 月 1 日起施
行。

办法明确，从事电子政务电子认证
服务的机构，应当经国家密码管理局认
定，依法取得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
构资质。

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应当建
立完善的保密制度，对其在工作中知悉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承担保密
义务，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
施保护有关信息和数据安全。

依法加强突发事件应对管理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通过新修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自 11 月 1
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突发
事件应对管理与指挥体制，明确各方责
任。在完善应急保障制度方面，明确建立
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应
急运输保障、能源应急保障等体系；要求
进入预警期后，对重要商品和服务市场情
况加强监测，并与价格法等有关法律作了
衔接规定。支持、引导红十字会、慈善组
织以及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
参与应对突发事件。

完善备案审查工作制度体系

国务院公布的《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条
例》自 11月 1日起施行。

条例扩大备案范围，将浦东新区法
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法律规定的机
构制定的规章纳入备案范围，明确其报备
主体。将是否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
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改革方向，规章规定
的措施是否符合立法目的和实际情况，增
加为审查事项。

新华社北京 10月 31日电

这些新规
惠及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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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一批新规
开始施行，惠及社会
生 活 方 方 面 面 。 铁
路 客 运 全 面 推 广 电
子发票，差旅报销更
加便利；电动自行车
加强准入认证，交通
参 与 者 更 有 安 全 保
障；依法加强突发事
件应对管理，预防和
减 少 突 发 事 件 发 生
……一起来盘点。

新华社北京 10月 31日电 国 家 统
计 局 10 月 31 日 发 布 第 三 次 全 国 时 间
利用调查公报。调查结果显示，随着
我 国 数 字 化 、信 息 化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
我 国 居 民 时 间 利 用 分 配 和 生 产 生 活
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活品质不断
提升。

近 年 来 ，智 能 家 居 在 生 活 中 的 场
景 应 用 不 断 升 级 ，点 外 卖 、找 家 政 等
家庭服务逐渐得到大众认可。调查数
据显示，家务劳动活动的参与者每日
平均时间为 1 小时 59 分钟，比 2018 年
减少 28 分钟。

百姓消费方面，调查数据显示，购
买商品或服务活动的参与者每日平均
时 间 为 43 分 钟 ，比 2018 年 减 少 37 分
钟；活动参与率为 34.1%，比 2018 年提
高 13 个百分点；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
使 用 互 联 网 的 居 民 比 例 为 54.7% ，比
2018 年 提 高 38.1 个 百 分 点 。 网 络 购
物、在线生活服务等对居民的消费方
式产生深刻影响，居民生活更加方便
快捷。

近年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穿戴
设备等日益普及，逐渐融入居民日常生
产生活。调查数据显示，互联网使用的
居民每日平均时间为 5 小时 37 分钟，比
2018 年增加 2 小时 55 分钟；互联网使用
活 动 参 与 率 为 92.9% ，比 2018 年 提 高
35.9个百分点。

此 外 ，居 民 运 动 健 身 活 动 参 与 率
有 所 提 升 。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当 前 我
国 居 民 运 动 健 身 活 动 参 与 率 为
49.6%，比 2018 年 提高 18.7 个百分点，
居民健身意识不断增强，生活方式更
加健康。

据 了 解 ，第 三 次 全 国 时 间 利用调
查的现场调查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1 日
至 31 日，调查对象为抽中调查户和该
户中 6 周岁及以上常住成员，全国共调
查 3.85 万户家庭、10.7 万人。

国 家 统 计 局 社 科 文 司 负 责 人 介
绍 ，我 国 于 2008 年 、2018 年 开 展 了 两
次 时 间 利 用 调 查 。 第 三 次 全 国 时 间
利 用 调 查 在 调 查 范 围 、调 查 对 象 、调
查 内 容 、调 查 方 式 上 都 基 于 前 两 次
调 查 进 行 了 优 化 ，能 够 全 面 、准 确 反
映 居 民 时 间 利 用 情 况 和 生 产 生 活 变
化 ，为 改 善 民 生 福 祉 、科 学 制 定 社 会
民生政策提供详实、准确的统计信息
支撑。

时间都去哪了？

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
调查公报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