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570期（总14143期） 今日12版

农历庚子年七月廿四

经济日报社出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1-68

主 流 权 威 公 信 力

ECONOMIC DAILY

星期五
2020年9月

日11

闽宁路、石狮镇、泉州小学……在宁夏吴忠市同心县，有很
多含有福建元素的地名。这些地名是闽宁协作的见证。

1996年，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党中央、国务院作
出战略决策，东南沿海发达省市协作帮扶西部贫困地区。20多年
间，福建先后向同心县派驻11批19名干部、20批138名教师。

初秋时节，走进同心县的学校社区、田间地头，这里的干部
群众向记者讲述了多个协作帮扶的感人事迹。

（一）

1997年3月，福建向宁夏南部山区八县派驻第一批挂职干
部，时任福建省石狮市委常委的黄水源离开家乡来到“西北旱
塬”，开始了闽宁协作之行。黄水源跑遍同心县18个乡镇，钻窑
洞、进农家、下厂矿、串市场，广交朋友。

同心穷，穷在水。黄水源借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石狮市组
织的“千企万窖”活动筹集了100万元资金，组织同心群众在田
间地头打水窖2500多眼。有了水，旱塬的土地长出地膜玉米、
洋芋、西瓜等。连续几年，同心县实现了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粮
食总产量达到9869万斤，全县有3.9万贫困群众越过温饱线。

“但愿这些点滴的努力，能为缩小东西差距作点贡献。”这是
黄水源经常说的一句话。两年间，黄水源多方奔走，高质量、高
标准、高效率地落实帮扶项目20多个。

（二）

“陈老师，您好吗？这几日总是梦见您。我们真的很想
您……”2003年，一封来自宁夏同心窑山中学的信，让福建泉州
洛江区河市中学年轻教师陈志平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作为福
建2001年第三批赴宁夏支教的教师，陈志平决定再度奔赴宁
夏，来到偏远艰苦的窑山中学支教。

教育的关键在育人，要对他们倾注爱心。有一天，支教老师
发现有些学生不吃早饭，经了解，原来是因为家里贫穷，无法做
到“一日三餐”。陈志平和几位支教老师拿出部分工资给这些贫
困学生买了饼干、牛奶放在宿舍。几年来，陈志平等几名支教老
师还捐资帮助了22名家庭贫困、面临辍学的学生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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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志平等支教老师的努力下，窑山中
学摘下后进帽子，在中考中接连取得好
成绩。

（三）

闽宁协作扶贫运行20多年，同心县贫困
发生率2019年已降至0.61%。今年3月份，同
心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尽管如此，同心县
仍有560户、1718人没有脱贫。

去年底来同心报到的第19批福建挂职
干部，现任同心县委常委、副县长郑永璘告诉
记者，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同心特色种植养殖
等扶贫产业可谓“老树开新花”般蓬勃发展。
作为挂职干部还能做点啥？“现阶段同心县的
扶贫攻坚，要聚焦开拓好产业，培育好产品，
卖出好价钱。”郑永璘说到做到，不到一年就
促成了多项合作。

福建永春县是“中国香都”，经郑永璘
多方奔走，前不久，年产50吨高端养生香、
500 吨生活用香的 10 条全自动生产线及

1 套自动一体化烘干设备已在同心全面启
动；宁夏滩羊有名，但并不十分适合福建人
口味，于是郑永璘请教国内农牧专家后，将

“杜泊羊”引进同心县，目前当地养了1万
多头，这些羊很对福建人的口味，每只售价
4000元左右，帮助农民显著增收；同心的
枸杞、圆枣有名，为了卖出更好的价钱，郑
永璘不仅将这些土特产推到厦门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还引进福建“来三斤”电子商
务企业建立“大美同心”消费扶贫平台，几
个月间27家企业入驻，使得更多同心特产
走上了“网路”……

据介绍，24年来，福建省泉州市下辖的
多个县（市）先后与同心县结成帮扶对子，累
计落实帮扶资金2.32亿元，实施基础设施、产
业合作等八大类项目91个。“山海情、闽宁情
成为两地携手共建的生动实践。”同心县委书
记马洪海表示，闽宁协作不断深入，同心将接
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建
设美丽新宁夏作出更大贡献。

远处苍山茫茫，近处洱海清清。
初秋时节，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生

态廊道行进，就像走入了一幅山水田园长卷。记
者看到，一边是青瓦白墙的白族民居，一边是波光
粼粼的洱海，青山绿水间，游人如织。

“洱海生态廊道环湖129公里，总投资91.91
亿元，今年将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这条生态廊道
将村庄与洱海物理隔离，可以减少人类对洱海水
质的污染，既是展示道，也是休闲道、致富道。”洱
海生态廊道建设指挥部工程部负责人段能告诉记
者，环洱生态廊道建设包括生态修复及湿地建设
工程、生态监测廊道建设工程、生态搬迁工程、管
网完善工程、科研试验地建设工程等子项目，2019
年已完成海西30公里主体工程建设。今年3月复
工以来，正在加速推进。

洱海古称“叶榆泽”，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
上世纪80年代起，流域内人口不断增长、旅游业
飞速发展，洱海流域污染负荷快速增加，蓝藻大面
积暴发。“人进湖退”还是“湖进人退”？这一进与退
的辩证法考验着当地干部的发展观。

为了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
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2016年11月，云南省采取
断然措施，开启“抢救模式”治理洱海，大理白族自
治州随后在洱海流域展开村镇“两污”治理、流域

“两违”整治、农业面源污染减量等洱海保护治理
“七大行动”，印发《大理市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
线”划定方案》，划定蓝线、绿线、红线区域对洱海
湖滨生态予以保护，促进实现洱海健康水生态环
境。其中，蓝线至绿线内的建筑进行有偿自愿腾
退，对涉及的1806户居民实施生态搬迁，腾退近

岸土地面积约1029亩。而生态廊道就是这条“绿
线”的“变现”，也是“湖进人退”的见证。

对大理来说，这些抢救式保护既有壮士断腕
的决心，也有啃“硬骨头”的坚毅，除了高位推动，
更有全民参与。

洱海之滨的古生村，古朴的白族民居错落有
致，湖滨的木栈道旁草木葱茏。

“现在木栈道的地方，以前都是民居，现在退
出来，让洱海透透气。”湾桥镇古生村党支部书记
何桥坤指着村落告诉记者，过去，村民主要靠种
植养殖业谋生，污水直接排入洱海。现在村里实
现了“四水”全收，村民的洗涤、卫生间、厨房、圈
舍“四水”收集处理后再排放。现在，环境更美
了，古村更干净了，游客也越来越多，去年，村人
均纯收入1.6万元。 （下转第四版）

湖进人退，洱海呼吸更畅快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 晋 梁剑箫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
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商事制度改革。近
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市场准入更加
便捷，市场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市场主体繁荣发
展，营商环境大幅改善。但从全国范围看，“准入
不准营”现象依然存在，宽进严管、协同共治能力
仍需强化。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充
分释放社会创业创新潜力、激发企业活力。

《通知》明确提出四个方面12项改革举措。
一是推进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全面推广企业
开办“一网通办”，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至4个
工作日内或更少，持续提升企业开办服务能力。
二是推进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大住
所与经营场所登记制度改革力度，支持各省级人
民政府统筹开展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登记试点。
提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核名智能化水平，加
强知名企业名称字号保护，建立名称争议处理机
制。三是简化相关涉企生产经营和审批条件。将
建筑用钢筋等5类产品审批下放至省级市场监管
部门，推动化肥产品由目前的后置现场审查调整

为告知承诺。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简化出
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序。将疫情防控期间远程评
审等应急措施长效化，全面推行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网上审批。推动第三方评价机构发布一批
企业标准排行榜，形成2020年度企业标准“领跑
者”名单。四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企业信
息公示，健全失信惩戒机制，推进实施智慧监管，
进一步完善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
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
管机制。健全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规范平台
经济监管行为，引导平台经济有序竞争，依法查处
电子商务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如何深化，是一个
极为关键的问题。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阶段
有一个阶段的使命。立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
一新的历史起点，党中央、国
务院近期作出了一系列旨在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

我们仔细地研读、领会这些战略部署，特别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就会发现不少突出的变化。这既有理论
上的新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新要求；不仅从更高起点、更高层
次、更高目标上清晰勾勒了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路线图”，而且集中体现了新时
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理论逻辑。

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国情土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
程一脉相承，又体现了很多与时俱进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新
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当然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国情土壤。

（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影响
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涵盖了物质和精神

两个层面，但重点拓展且成为重心的更多是精神层面——对于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的需要。将人民对于物
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更高要求与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紧密对接，并逐步向后一方面倾斜，将极大地提升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格局站位。因为这意味着，新时代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围绕破解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展开和推
进。一方面，要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镜子，全面审视各方
面的制度和政策规定，从中找准短板和弱项、矛盾和问题，作为
改革的突破口持续发力；另一方面，要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
为一项原则，通过创新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将其贯穿于新时
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各环节和全过程。

（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提出的新要求
高质量发展，实质上就是质量和效益替代规模和增速成

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也就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有多
少”转向“好不好”“优不优”。

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建设，从更多关注经济发展规模和增速向更多关注经济发
展质量和效益转变，从追求经济发展“体量优势”和“速度优
势”向追求经济发展“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转变，将极大拓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视野，因为这意味着必须坚
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围绕推动经济发展从“有没有”“有多
少”向“好不好”“优不优”的转变而展开和推进。一方面，要为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
展完善基本制度框架、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将质量和
效益作为考评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标尺，不断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将高质量发展作为确
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联动推进
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我国改革

开放事业的这一重大历史性变化，不仅标志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
攻坚期，而且极大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涵。

改革开放牵涉到经济社会一系列体制机制的转型。作为
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单兵突进，
必然牵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经济体制

改革的分目标同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相对接，意味着新时
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必须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主轴，在同政治体
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的联动中展开和
推进，融入全面深化改革。一

方面，要跳出“就经济论经济”的思维局限，发挥经济体制改革
牵引作用，协同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高效联动；
另一方面，要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工程，以
经济体制改革支撑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频共振。

朝着解决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去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在由多种矛盾和问题所构成
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决
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建设，当然要根据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于高质量
发展阶段的新目标、新任务，找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
的根本着力点。 （下转第二版）

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新变化
高培勇

9月7日，甘肃省张
掖市高台县黑泉镇十坝
滩上，高台富鹏种植农
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农户在晾晒辣椒。高
台县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采用“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发展辣
椒种植业，辣椒种植面
积达1.8万多亩，年产值
近4200万元，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农
产品。

王 将摄
（中经视觉）

辣椒熟

日子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