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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3 月 17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
针对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等摩托车违法
飙车、“炸街”扰民等突出问题，为有效
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我市交巡警部门从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将持续
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中心
城区大排量摩托车“炸街”等突出交通
违法行为。

据了解，此次整治将按照《重庆市
人民政府关于领取和使用重庆市交通
信息卡的通告》要求，对已登记未安装
或安装后损坏、失效的大排量摩托车，
逐一通知摩托车所有人补装交通信息
卡，并对所有摩托车在办理注册、转入
业务时安装交通信息卡。

车辆与公告参数不符的，一律不得
办理注册登记；车辆与注册登记时的照
片不符的，一律不得办理转移登记、变
更登记、申请检验合格标志等业务；在
办理六年免检业务时，发生过致人伤亡

事故或因非法改装被处罚过的摩托车，
一律不得发放免检合格标志。

发现摩托车生产企业生产的摩托
车产品与公告不符的，通报当地市场监
管部门处理。对涉嫌触犯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的，移交当地刑侦部门查处。

督促各摩托车骑行俱乐部、各品牌
摩托车车友会制定成员文明行车公约，
利用摩托车友聚会、集中活动的机会，
向广大摩托车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教
育，引导广大摩托车驾驶人文明驾车。

联合交通、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
对摩托车修理厂、改装点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依法查处非法改装企业，查扣非
法改装车辆。

各交巡警支大队将结合辖区实际，
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对大排量摩托车
依法实施限制通行措施。联合辖区生
态环保部门，5月30日前，按程序开展
风险评估、通告发布、设置标志标线、设
置电子卡口围栏等工作，6月5日起正

式实施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大排量摩托
车限行管控措施。此外，还将全面启动
具备自动识别摩托车交通违法功能的
电子执法设备，升级在用电子执法设备
系统配置，加大对摩托车闯红灯、闯禁、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的抓拍
和处罚。

据介绍，此次整治将对涉牌涉证、
非法改装、拼装报废、超员、闯红灯、闯
禁、酒驾毒驾、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驾乘
人员不戴安全头盔、“飙车炫技”等十类
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管，形成常态
整治态势。

中心城区每天设置摩托车固定专
项检查点，每天7:00—24:00开展路
检路查，结合辖区实际安排流动检查
站流动检查，对警情、舆情突出的路段
进行调度整治，对南滨路、北滨一路、
金开大道、新溉大道等23条摩托车非
法改装和噪音扰民突出路段实施挂牌
整治。

对查获的无牌、假牌、套牌、未悬挂
号牌、非法拼装的摩托车，将一律依法
扣留；对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
摩托车登记证书、行驶证、驾驶证、检验
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一律依法拘留；
对达到报废标准的摩托车，一律依法强
制报废；对醉驾、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以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
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一律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从源头上遏制三无、改装、拼
装、盗抢摩托车上路，挤压摩托车非法
销售空间。

公安交巡警部门提示广大摩托车
驾驶人，驾车出行时应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切勿非法改装、拼装摩托车，不闯红
灯、逆行、超速，更不要为了刺激炫酷追
逐竞驶、“炸街”扰民。交巡警部门将针
对摩托车交通违法特点，持续加大巡查
整治力度，为市民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
环境。

重庆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严打摩托车违法飙车等扰民问题

重点路段时段大排量摩托车限制通行

3月17日，万州天生城大遗址公
园文物本体保护修缮工程现场，工人
忙着修复长约1000多米的城墙，目前
已完成了 400 多米。据了解，本次修
缮包括城墙加固保护修复，寨门、卡门
和炮台保护修复，摩崖题刻保护及复
刻等。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修复城墙

本报讯 （记者 李珩）脊髓性肌
萎缩症（SMA）特效治疗药物诺西那生
钠于今年 1 月 1 日进入新版医保目
录。3月16日，重庆两名SMA成人患
者分别在重医附一院和大坪医院，接受
了腰穿鞘内注射诺西那生钠治疗，成为
重庆首批享受该病种“天价药”降费进
医保实惠的患者。

据介绍，SMA是一种神经系统遗
传病，主要表现为进行性肌肉萎缩和无
力，进而出现吞咽、呼吸功能的丧失，是
2019年国家颁布的首批罕见病之一。
新生儿发病率约为1/6000—1/10000。

37岁的王晶（化名）是SMA患者，
在重医附一院接受了腰穿鞘内注射诺
西那生钠治疗。自出生起，她就一直不
能独立站立和行走。从23岁起，她肌
肉萎缩加重，洗漱、进食、书写等日常生
活也受到严重影响。

在大坪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今年
18岁，是从12岁开始出现症状，2018
年被确诊为SMA。

诺西那生钠由渤健公司研发、生
产，是全球首个SMA精准靶向治疗药
物，于2016年12月23日首次在美国
获批，2019年 2月在中国获批上市。

但其一针近70万元的价格，加上此前
未纳入医保，让很多患者望而止步，成
为“天价药”。

为何价格会这么高？重医附一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肖飞说，因为SMA是
罕见病，与普通药物不同的是，罕见病
病人数量少，愿意投入资金研发的企业
也少，药物研发进展缓慢，而为了收回
研发成本，定价较高。

“我们一直都在等降价的那一天，
终于等到了！”当听到诺西那生钠纳入
医保的消息后，王晶的母亲喜极而泣。

2021年12月，国家医保局公布了
74种新药进医保，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位
列其中。经过8轮“灵魂砍价”，该药品
降价到每针3.3万元，并进入新版医保
药品目录，从今年1月1日开始执行。

“这种药只能采用腰穿鞘内给药，
因为存活到成年期的SMA患者大多
存在严重的脊柱畸形，所以腰椎穿刺难
度极大。”肖飞说，经过神经内科、麻醉
科的通力合作，在床旁超声引导下，经
过数次尝试，最终成功穿刺。.

大坪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陈
阳说，已有多位SMA患者联系医院准
备接受诺西那生钠治疗。

70万元一针“天价药”进医保

重庆首批患者开始接受治疗

本报讯 （记者 周松）近日，记者
从市检察院获悉，2021年以来，梁平区
检察院积极通过检察建议推动辖区红
色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官先后
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类案件9件，
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5份，督促
相关方面对全区24处零散革命类不可
移动文物完成了修缮工作。

2021年9月，梁平区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在日常排查中发现，红色文
化遗产猫儿寨北寨门外的步梯因山体
滑坡而损毁严重，大量条石掉落山脚，
致使泥土和岩石裸露在外，不仅对该红
色文化遗产造成了破坏，还给寨中村民
的生活出行带来了危险。

随着调查深入，检察官进一步了解
到，早在1982年猫儿寨便被确定为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现场的文物保护
单位相关标志说明却并不齐全，有的更
是早已脱落或消失。

2022年1月10日，在前期调查基
础上，梁平区检察院向梁平区文旅委发

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
履行文物管护责任。

收到检察建议后，区文旅委高度重
视，迅速联合虎城镇政府开展抢险排危
工作，最终确认了“始终坚持原材料、原
工艺”的修复方向，并专款专用补助工
作经费13万元，确保修复工作快速落
实落地。

在多方监督推动下，1月下旬，抢
险排危工程顺利完工并通过相关验收。

工程虽然完工，但检察工作还未停
止。前不久，梁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官来到猫儿寨北寨门外抢险排危工
程现场，回访猫儿寨的修缮工作。

上月，梁平区检察院又联合区文旅
委进一步督促辖区相关单位落实文物
管护责任。截至目前，该区各乡镇政府
与各文物保护单位均已签订文物安全
责任书，对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安
全责任人、监督举报电话进行全面公
示，并聘请文物看护员对红色文化遗产
保护单位进行常态化巡查。

通过检察建议助推文物保护

梁平24处红色文化遗产完成修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