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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
制度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7
月 1 日颁布并施行。《规定》共 13
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存量公司调整认缴
出资期限的过渡期安排。2024年
6月30日前登记设立的公司，有限
责任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
2027年 7月 1日起超过5年的，应
当在2027年6月30日前将其剩余
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5年内并记载
于公司章程，股东应当在调整后的
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认缴的
出资额；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
当在2027年6月30日前按照其认

购的股份全额缴纳股款。公司生
产经营涉及国家利益或者重大公
共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
省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的，国务院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同意其按
原出资期限出资。

二是规定公司出资异常的处
理。公司出资期限、注册资本明显
异常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结合公
司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以及股东
的出资能力、主营项目、资产规模
等进行研判，认定违背真实性、合
理性原则的，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
调整。

三是完善监管措施。公司调
整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

方式、出资期限，或者调整发起人
认购的股份数等，应当依法向社会
公示。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公示
认缴和实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
据公司的信用风险状况实施分类
监管。公司未按照规定调整出资
期限、注册资本的，由公司登记机
关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公
司登记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作出特别标注并向社会
公示。

此外，《规定》要求，公司登记
机关应当对公司调整出资期限、注
册资本加强指导，制定具体操作指
南，优化办理流程，提升登记便利
化水平。 据新华社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入境管理局发布公告，为进一步
服务便利内地与香港、澳门间人
员交流交往，支持香港、澳门更好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2024年 7月
10 日起为港澳永久性居民中的
非中国籍人员签发来往内地通行
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
关规定，港澳永久性居民包括中
国籍和非中国籍。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入境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港澳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国
籍人员可自愿申办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非中国籍），首次申
办通行证，由本人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委托的香港中
旅集团或澳门中国旅行社提交申

请；在内地停留期间遇到证件到
期、损毁、遗失情况，可以由本人
向内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换发、补发，
也可以办理出境证件出境后向香
港中旅集团、澳门中国旅行社申
请换发、补发。持证人在证件 5
年有效期内可以多次来往内地，
每次停留不超过 90 日。根据
2017 年公安部关于对入境外国
人留存指纹等生物信息公告的有
关规定，持证人在口岸履行指纹
采集等手续后，可以经快捷通道
通关。持证人不得持该证在内地
工作、学习或者从事新闻采访等
活动，若确需进行上述活动的，应
向外交部驻香港、澳门特派员公
署或内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
构依法依规申请办理签证或者停
留居留证件。 据新华社7 月 1日起，试点机动车行驶

证电子化、摩托车登记“一证通
办”、交管业务网上精准导办服务
等 8项公安交管便民利企改革新
措施正式推行。记者 1日从公安
部交管局获悉，改革新措施实施首
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共办理涉及
改革新措施业务680多万笔。

北京、天津、苏州等60个城市
试点推行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7
月 1 日当天，试点城市通过全国
统 一 的“ 交 管 12123”App 为
215.3 万名车主核发电子行驶证，
为机动车所有人以及相关行业和
管理部门提供在线“亮证”“亮码”

服务。
摩托车登记“一证通办”等4项

减证便民新措施精准落地，惠及
6.7万名群众。1100多名摩托车主
凭居民身份证跨省异地办理摩托
车注册登记等业务，免予提交暂住
地居住证明。各地公安交管部门
通过“交管 12123”App，向 6.3 万
名报废机动车车主发放机动车注
销证明电子版，更加便利群众网上
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65个城
市试点推行快递上门服务便利群
众办事。2700多名群众享受到优
化驾驶证重新申领考试科目带来
的便利。

网上精准导办等 2 项“互联
网+交管”服务措施稳妥运行，为
400多万群众企业提供精准便捷网
上服务。依托“交管 12123”App
为458.3万人提供业务告知导办服
务，实现群众“一次登录、全项提
示，一件待办、全程引导”。3.3 万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公安交管部
门开通“交管 12123”App单位用
户版账号，减少往返窗口办事负
担，降低办事成本。

此外，优化城市路口非机动车
交通组织措施顺利推行，更好服务
保障群众出行。

据新华社

据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日前
发布的政策，从2024年 7月 1日
起至 2024年 12月 31日，老挝对
通过该国旅游公司组织、持普通
护照的中国内地及港澳台旅游团
游客实施15天免签政策。

老挝方面要求，旅游团行程需
由在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注册并
获得许可的老挝旅游公司组织。

中国旅游企业携程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该政策6月26日
发布后，携程平台上老挝相关关
键词搜索热度比前一天增长
87%，热门老挝旅游目的地包括
万象、琅勃拉邦、万荣、巴色等。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
国内地游客赴老挝旅游订单同比
增长约 1倍，暑期赴老挝旅游订
单同比增长超140%。

据新华社

新公司法施行，需要关注的有哪些？

公安交管新措施实施首日：

215.3万车主申领电子行驶证

港澳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国籍人员
7月10日起可申办来往内地通行证件

老挝对中国旅游团游客临时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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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亚羽联发布公告称，
在印尼举行的 2024 亚洲青年羽毛
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小组赛中，中国
队 17 岁小将张志杰比赛中晕倒在
球场上，被送往医院后于当地时间
6 月 30 日 23 时 20 分去世。对于张
志杰的离世，世界羽联发文表示

“感到悲痛”，外交部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也称“深表惋惜和哀悼”。这
样的表态也代表了公众的心情。

张志杰几个月前刚刚在 2024
年荷兰青年羽毛球国际大奖赛获
得男子单打冠军，是中国羽球的希
望之星。近年来，中国羽球也经历
了人才断档的危机，被视为“羽坛
天才”的张志杰备受期待。如此年
轻、尚未大展宏图就离开人世，令
人扼腕。

运动员在比赛中不适甚至猝
死，偶有发生。张志杰突然倒地抽
搐，也被专家认为是心脏出了问

题。有专家指出，现场抢救的措施
不够妥当，在第一时间应该检查运
动员的反应，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
苏，进行除颤是挽救生命的关键。
这与张志杰姐姐质疑“丧失黄金治
疗机会”形成意见呼应。

关于张志杰死因及相关救治情
况，目前还没有更多权威信息公
布，因而此事件引发的争议，一时
之间还难有定论。但无疑，公众针
对张志杰事件的相关细节展开讨
论，是有意义的。一来，此事件终
究充满了遗憾，从技术上“复盘”分
析检讨得失很有必要；二来，如何
提升应对机制水平，守护好运动员
的身心健康，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的考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体育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埃里克森奇迹”值
得整个体育界学习借鉴。2021 年
欧洲杯足球赛期间，丹麦队员埃里
克森在比赛中突然心脏骤停，丹麦
球员和芬兰球员都立即招呼医护
人员赶紧进场治疗，裁判及时吹停
了比赛，队医立即入场检查，丹麦
球员自发围成一圈集体守护埃里
克森。由于及时完成检查并开始
心肺复苏，埃里克森的生命被抢救
了回来。事实说明，运动员在比赛
中心脏骤停极其凶险，但仍有一线
希望可以被抓住，前提是以科学素
养和死神“拼时速”。

伤病确实是竞技体育的一部
分，一些年轻有为的运动员因身体
原因过早离开赛场，造成重大损
失。尽力延缓、降低伤病对于运动
员的影响，使之发挥出更大的竞技
价值，是世人的共识。

事实一再说明，运动员的健康
管理是门学问，是运动员保持较高
竞技水准、为国拼搏的前提。张志
杰猝死事件发生后，前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蔡赟以非常难过的心情
发微博透露，他多年前退出了国家
队，其后做了心脏射频消融术，恢
复了大半年后重回国家队。这一
叙事不仅表达了运动员之间的惺
惺相惜，也折射出常态化关切运动
员身体状况、及时针对危机做出干
预的重要性。

张志杰猝死事件，当催生整个
体育界的深思和改变。

现代快报/现代+首席评论员 戴之深

我说 营养餐补被挪用，减少层次拨付是关键
在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在作
《国务院关于 2023 年度中央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时指出，2021 年至 2023 年 8 月，
66 个县挪用了 19.51 亿元的学生营
养餐补助资金，用于偿还地方债务
和其他支出。

从这份审计报告来看，个别地
方营养餐资金被挪用情况，可谓五
花八门，触目惊心。

在学生营养餐专项资金管理方

面，并不缺乏制度安排。《国家营养
改善补贴计划实施细则》强调，专
项资金是孩子们的“吃饭钱”，必须
保证每一分都用到孩子身上。然
而，一些地方挪用、挤占、截留营养
餐补助资金的问题，屡有发生。比
如，2019 年，教育部开展漠视侵害
群众利益专项整治工作，共在 8 个
省份发现了截留克扣营养膳食补
助资金的问题 37 起，共计金额 1.74
亿元。究其主要根源，由于涉及的
部门比较多，资金需要多个层级拨

付，存在监管盲区；同时，财务拨付
信息缺乏公开透明度。

正是因为营养餐补助资金被“雁
过拔毛”，一些地方营养餐变得“廉价
低质”。所以，要确保国家学生营养
餐补助资金安全，首先，要建立长效
监管机制，让专项补助资金做到公
开、透明。事实上，仅靠审计部门进
行监督还远远不够，有必要引入家
长、教师、舆论和社会监督。针对营
养餐补助资金的财务信息，以及具体
流向账本，要在网络上定期向全社会

公开，自觉接受家长和普通老百姓的
监督，从而确保一分一厘都能用在

“刀刃”上，都能“吃”进孩子嘴里，不
出现跑冒滴漏。与此同时，最大限度
地减少层次拨付是关键。

国务院这份审计工作报告，无
疑是一个重要线索，当地司法、监
察部门当主动介入，启动问责，该
党纪处分就党纪处分，该动用刑法
就动用刑法。唯有严厉问责，才能
让营养餐资金不再“掐尖落钞”。

河北 吴睿鸫

运动员在比赛中心脏骤停极其凶险，但仍有一线希
望可以被抓住，前提是以科学素养和死神“拼时速”。张
志杰猝死事件，当催生整个体育界的深思和改变

羽坛小将猝死事件发出深度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