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后是报考驾驶证的小高
峰，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
使用规定》已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实
施。此次修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
内容：

一是调整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
的申请年龄和准驾年龄上限规定。
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申请年龄
上限由60周岁延长至63周岁，大中
型客货车准驾车型的年龄上限由60
周岁延长至63周岁。

二是明确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
申请延长驾车时间规定。明确年龄
在63周岁以上需要继续驾驶大中型
客货车的驾驶人，体检合格和通过
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
后，可以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延长原
准驾车型驾驶资格期限，延长期限
最长不超过3年。

关于初领和增驾的车型
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

可以申请准驾车型为城市公交
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
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
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
电车、有轨电车的机动车驾驶证。

已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增
加准驾车型的

可以申请增加的准驾车型为大
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
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
轮汽车、轻型牵引挂车、普通三轮摩
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
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有
轨电车。

年龄条件
1. 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

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
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

周岁以上；
2. 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

二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岁
以上，70周岁以下；

3.申请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
的，在2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

4. 申请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
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准驾车型的，在
18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

5.申请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
准驾车型的，在20周岁以上，63周岁
以下；

6. 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
车准驾车型的，在22周岁以上，63周
岁以下；

7.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
学生，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
准驾车型的，在19周岁以上，63周岁
以下。

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形

1.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
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
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
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
的；

2. 三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
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
三年，以及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
品成瘾尚未戒除的；

3.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
罪的；

4.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

5.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饮酒后
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未满五年的；

6.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

7.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超员、
超速、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
定运输危险化学品构成犯罪依法被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五年的；
8.因本款第四项以外的其他违

反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依法被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

9.因其他情形依法被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未满二年的；

10. 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未满
三年的；

11.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发生负同等以上责任交通
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未满十
年的；

12. 三年内有代替他人参加机
动车驾驶人考试行为的；

13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
车，有第五项至第八项行为之一的，
在规定期限内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
证。 据（央视新闻）

驾驶证申领政策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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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
游部五部门近日印发《优
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
案（2025—2027 年）》，部
署深入开展优化消费环
境三年行动。

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7 年，消费供给提质、
消费秩序优化、消费维权
提效、消费环境共治、消
费环境引领等五大行动
深入开展，供给质量不
高、市场秩序失范、维权
效能不足等问题得到系
统治理，商品、服务质量
显著提高，消费风险明显
降低，消费纠纷源头治理
效果显著，经营者诚信意
识普遍增强，消费便利
度、舒适度、满意度大幅
提升，全国消费环境明显
优化。

行动方案明确，在实
施消费供给提质行动方
面，提升实物消费质量、
改善服务消费品质、创造
更多消费场景；在实施消
费秩序优化行动方面，严
守消费安全底线、整治市
场交易环境、规范市场竞
争秩序、完善综合治理机
制；在实施消费维权提效
行动方面，强化消费纠纷
源头解决、强化消费纠纷
行政调解、强化消费者权
益司法保护、创新消费纠
纷多元化解；在实施消费
环境共治行动方面，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推动行业
自律、加强消协组织建
设、强化社会监督引导；
在实施消费环境引领行
动方面，突出创新引领、
注重标杆带动、鼓励区域
先行、深化国际合作。

据（新华社）

五部门部署开展
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

“东北小上海”是辽源工业发展的璀
璨明珠，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其历史
叙事中，蕴含着辽源人的奋斗精神，创造
了工业经济奇迹，具有多种特性。2019
年，辽源市基于“根植历史、引领未来”
理念，挖掘“东北小上海”史料，凝练出

“求实、担当、拼争、奉献”精神。这一
精神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地方实践，
再现创业情怀，有助于树立城市品牌，
提升人文素养，增强凝聚力，激发信心
勇气，为辽源全面振兴新突破续航赋
能。

东北一隅，绽放“东北小上海”之华
彩

东北之隅，“东北小上海”之名缘
起。上世纪 50 年代初至 80 年代中后
期，辽源在困境中起步，经四十余年奋
斗，轻纺、轻化工业取得显著成就，产品
质量、品种和效益达到一定水平，填补多
项空白。1964年，《吉林日报》工业部主
任王旭调研辽源，见产品多由上海聘请
的工程技术人员研发，遂在报上连续报
道，总结经验并提出“东北小上海”说法，
此名在省内传开。1982 年，中央电视台
专题节目播出《被誉为“小上海”的新兴
城市——辽源》，使其声名远扬，彰显了
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成果。

东北风情，“东北小上海”之魅尽
显。辽源市轻工产业体系完备，构建起
以纺织、化工、机电、塑料为主体的产业
体系。纺织业形成全产业链模式，产品
多样。原材料供应天然与人工兼备，半
成品加工种类丰富，产成品时尚齐全。
对照《轻工行业分类目录》，除采盐、轻
工机械制造、钟表制造外，辽源轻工业
涵盖 15 个行业大类，展现出其在轻工
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广阔发展前景，为
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作出积极贡
献。

辽源轻工业历经四十余年艰苦拼
争，实现华丽蝶变。从土旧作坊到现代
工厂，从手工操作到机器轰鸣，轻工业蓬
勃发展。众多重点企业崭露头角，纺织、
化工、机电、塑料等行业各放异彩。产品
种类丰富，涵盖普通日用品及科技含量
较高的产品。不仅有塑料纽扣、牙刷等
日常用品，还有磁带、电池等电子产品，
甚至研发出通过验收并批量生产的工业
控制计算机。上世纪80 年代中后期，辽
源市生产的产品多达 870 余种。辽源轻
工业的发展，彰显了其奋进的力量，推动
着城市不断向前迈进，为经济社会的繁

荣做出积极贡献。
轻工业产品质量上乘。多项产品的

质量标准达到或通过国家级、部级、省级
行业标准等级和验收。众多名优产品，
如紫禁城香皂、龙泉春酒等，赢得赞誉，
多项产品获国家、省部级荣誉。

轻工业产品闪耀创新之光。当年，
辽源人致力技术创新，营造浓厚氛围，成
果丰硕。1985 年，辽源市众多科技成果
获市奖，部分获省奖，诸多轻工产品填补
空白。橡胶厂新型特种胶管等产品国内
空白，棉织厂灯芯绒等产品填补东北空
白，油脂化工厂香皂等产品填补省内空
白。这些产品供不应求，彰显了辽源轻
工业的辉煌，为地区发展增添强大动力，
是创新引领发展的生动例证。

东北风华，发扬“东北小上海”之禀
赋

实事求是，乃“东北小上海精神”之
基因禀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辽源人
从实际市情出发，贯彻国家增产节约政
策，探索出轻工业发展路径，为国家积累
建设资金。办工业时，“攻缺门、上短
线”，找准市场先机；“小鸡刨食”，立足基
础寻原料、招人才、研新品；“母鸡下蛋”，
以车间研发新产品，创办新厂。由此，地
方工业蓬勃发展，1951 年至 1987 年，大
中型工业企业增长近 130 倍，工业总产
值增长近 34 倍。

勇毅担当，乃“东北小上海精神”之
灵魂。辽源人办工业，如满弦之钟，不停
摆动。工业发展，人才关键。辽源人敢
抓机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工人文化宫
高薪聘请人才二十余人，对纺织工业贡
献颇大。此后，他们多次南下，聘来郭兴
芬、李道旭等技术人才。市委、市政府制
定“12条”，在生活上给予人才优待，尤其

“政治上充分相信”。外来人才深受感
动，以辽源为第二故乡，研发众多新产
品，填补东北市场空白。

辽源人秉持攻坚克难的拼争精神，
这是“东北小上海精神”的主要特征。他
们发扬“拼、争、抢、跑、挤”的精神办工
业，为项目和人才全力以赴。有人为工
作舍小家，有人为项目废寝忘食。他们
勒紧腰带，珍惜每一分资源，向技改要空
间。市皮毛合作社职工用土法试制磨皮
机，二轻局企业利用土法上马众多设备，
节约大量建设资金。这种精神，彰显了
辽源人的奋斗与担当，为城市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

爱岗敬业，奉献先行，此乃“东北小
上海精神”的直观体现。辽源电厂职工
为地方工业多发电、多省煤，将八项大指
标细化为 521 项小指标，开展竞赛。目

标具体，操作性强，职工干劲十足。他们
忍受高温，托举重炉钩拨灰、吹灰，汗水
湿透衣衫仍不停歇。在共同努力下，灰
渣可燃物指标下降，该厂被授予“大庆式
企业”，这是辽源人奉献精神的生动写照
与历史缩影，展现了辽源人的政治觉悟
与奋斗风采，彰显了他们为国家、为人民
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传承“东北小上海”之魂，点亮时代
前行之光

今日辽源，踏上全面振兴、率先突破
新征程。“东北小上海精神”乃辽源人基
因，传承弘扬意义重大，然现状不容乐
观，传承仅局限个别单位与群体，方式单
一，氛围不浓，未形成全域化模式。

为此，需在实践中优化模式、创新路
径、扩展思路，实现更广域、深层次传
承。强化政府领导是关键，优化传承模
式。此精神作为地方红色文化，政治性
强，政府须发挥主导作用，确保传承不变
质。各级政府应树立城市人文品牌意
识，制定长远政策、规划及法规。组建传
承发展小组，协调各方投入工作。同时，
引导社会企业有序参与资源开发与传
承，明确指引，规范运作，挖掘经济潜力，
保护工业文化遗产，避免过度商业化。
此外，推动机关、学校等普及教育，多方
式、多渠道弘扬该精神，引发情感共鸣，
提升德育效果。如此，方能让“东北小上
海精神”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助力辽源
全面振兴。

加强科技引领，创新传承路径。“东
北小上海”时期的亲历者渐逝，相关建
筑、设备因旧城改造等原因被处理，传承
面临挑战，急需创新方式。一方面，发动
党史研究机构和学者，梳理史料，征集相
关物件等资料并整理出版，丰富研究资
料。另一方面，依据研究征集情况，建辽
源工业展览馆，用 3D 技术再现企业全
景、生产情况，融入科技元素，打造探索
模式，让体验者感受制造工艺，领会“东
北小上海精神”，形成独特城市记忆符
号。

加强传播效能，拓展传承思路，以互
联网为重要途径弘扬“东北小上海精
神”。构建“互联网+”宣传策略，借移动
终端开辟线上传播渠道，利用公众号加
大宣传力度。用好多媒体平台，以多种
方式发布视频，展现创业经历与奋斗精
神，推动城市品牌走出去，增强文化认
同。依托艺术媒介，讲好辽源工业发展
史，推动“东北小上海精神”与文旅、产业
融合，转化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助力城市腾飞。

（作者系中共辽源市委党校副教授）

传承“东北小上海精神”
厚 植 辽 源 人 文 沃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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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老旧农机报废补贴将进
一步扩围，补贴标准也将显著提高。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合
印发的《关于实施好 2025 年农业机
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明确，
进一步扩大老旧农机报废补贴范围，
在原有9个农机种类基础上，将水稻
抛秧机、田间作业监测终端、植保无
人机、粮食干燥机（烘干机）、色选机、
磨粉机新增纳入报废更新补贴范围。

通知还提出，将继续实施2024
年提标准相关政策，再次提高部分重
点机具补贴标准，报废水稻抛秧机并
新购置同种类机具，按不超过50%提
高补贴标准。报废并更新购置采棉
机，单台最高报废补贴额由6万元提
至 8 万元。报废并更新农用北斗辅
助驾驶系统、田间作业监测终端、植
保无人机，按 50%提高报废补贴标
准。

通知要求，各省要管好用好支
持农机报废更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资金，开展好相关机具的报废更新补
贴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机报废回收拆
解体系建设，加快农机回收拆解企业
培育和网点布局，鼓励根据实际将回
收环节和拆解环节分开，探索提升补
贴资金兑付效率新路径；紧盯机具回
收、机具核验、报废拆解、资金兑付等
关键环节，严厉打击信息造假、以小
充大报废、一机多地报废、单机多次

报废、废件拼机报废等骗补套补行为，确保政策高效
规范实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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