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月新规来了月新规来了，，哪条跟你有关哪条跟你有关
涉及婚姻登记涉及婚姻登记、、交通管交通管理理、、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

新华社电 6月，一批新规开始施
行。21个省份婚姻登记可“跨省通办”、
扩大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试点、加强
个人信息跨境安全保障……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21个省份婚姻登记
可“跨省通办”

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按照国务院授

权，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

川、陕西、宁夏21个省（区、市），实施内地

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试点地

区婚姻登记机关统一自 2023年 6月 1日

起受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事项。

据悉，2021年 6月 1日起，民政部在

辽宁、山东、广东、重庆、四川 5省（市）开

展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在江苏、河南，湖北武汉、陕西西安开展

内地居民结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本

次扩大试点后的21个省份将覆盖我国总

人口的78.5%，能够基本满足群众异地办

理婚姻登记的需求。

更多私家车新车
可享受上牌免查验

10项公安交管便利措施自 6月 1日

起实施，涵盖车驾管办牌办证、城市交通

秩序、事故和违法处理等。

新措施进一步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其中，扩大国产小客车注册登记生产企

业预查验试点，试点城市从 10个增至 31
个，试点企业从 11家增至 29家。生产企

业与公安交管部门共享车辆信息，申请

人办理注册登记时免予交验机动车，更

加便利群众办理新车登记。

新措施还包括优化城市公交专用

道管理、实行二手小客车转让登记“一

证通办”、推广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

快处等。

规范个人信息出境活动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自 6

月 1 日起施行，进一步保护个人信息权

益、规范个人信息出境活动。

办法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境外

提供个人信息前，应当开展个人信息保

护影响评估，重点评估个人信息处理者

和境外接收方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范

围、方式等的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

出境个人信息的规模、范围、种类、敏感

程度，个人信息出境可能对个人信息权

益带来的风险；个人信息出境后遭到篡

改、破坏、泄露、丢失、非法利用等的风

险，个人信息权益维护的渠道是否通畅

等内容。

强化一次性塑料制品
使用管理

《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

塑料制品管理办法》自 6月 20日起施行，

对商品零售、电子商务、餐饮、住宿、展览

等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的行为作出规定。

办法鼓励商品零售经营者通过设

置替代产品自助售卖装置，提供购物

筐、购物车租赁服务等方式减少一次性

塑料制品使用。鼓励电子商务平台（含

外卖平台）企业与快递企业、环卫单位、

回收企业等开展合作，在写字楼、学校、

大型社区等重点区域投放一次性塑料

制品回收设施。鼓励住宿经营者通过

激励措施引导消费者减少一次性塑料

制品使用等。

明确电信领域违法行为
举报处理程序

《电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

自6月1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举报主要由被举报违法

行为发生地通信管理局负责处理。电信

主管部门在受理举报后应当对举报材料

进行初步审核，可以认定符合行政处罚

立案标准的，及时立案；可以认定被举报

人涉嫌违反电信管理规定但缺乏立案所

需证据的，进一步调查；举报的问题已经

有处理定论或者可以判定不存在相关违

法行为的，直接向实名举报人进行答

复。电信主管部门自收到举报之日起60

日内，应当根据调查情况作出分类处理。

加强公路水路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

《公路水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保护管理办法》自 6月 1日起施行。办法

规定，运营者应当加强公路水路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保护，

将在我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

信息和重要数据存储在境内。

加强和规范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惩治预防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

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的意见，自 6月 1日起施行。意见规

定，办案机关发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

中提到其他犯罪线索的，均应调查核

实。对于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便利条

件的人员涉嫌性侵害犯罪的，要摸排犯

罪嫌疑人可能接触到的其他未成年人。

对于发生在犯罪嫌疑人住所周边或者相

同、类似场所且犯罪手法雷同的性侵害

案件，应当及时并案侦查。

接报或发现性侵害未成年人线索

后，无论是否属于本单位管辖，均要在第

一时间采取制止侵害行为、保护被害人

等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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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习近平总书记 6月 2日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社会各

界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努力推进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讲好中华文明的多彩故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

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做好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

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

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坚定文化自信
为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孟夏时节，四川眉山三苏祠绿水萦绕、生

机盎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坚

持走自己的路，为我们今后开展文物收藏保护

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馆长陈仲文倍感振奋。

“我们将进一步整合资源和力量，建立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延续三苏文脉，深入

挖掘历史渊源和当代价值，推进三苏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面向世界讲好三苏故事，

用三苏实例实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陈仲文说。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谱写新的时代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