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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晶 张丹丹） 7

月 17日，由承德市文物局、省旅游

协会主办的我为家乡代言“心向往

之 一见倾承”承德旅游推介会暨太

原市承德商会周年庆典在太原成功

举行。以线上云游的方式向山西人

民推荐承德美景、承德福地，展示承

德良好形象，共话文旅交流合作，推

进文旅市场繁荣发展。

承德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

主席、市总商会会长董旭明，省旅游

协会会长、原山西省旅游局一级巡

视员王炳武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市

场运行监测协会会长、原省商务厅

副厅级领导田国玉，省商标品牌标

准化促进会秘书长、原省环保厅副

厅级领导白振兴，太原市承德商会

名誉会长、原山西省工商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郎宝山，省文联原党组成

员、副主席刘廷明等领导嘉宾参加

了活动。太原市承德商会会长李英

武，承德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荣昌发表了致辞，太原市文物局党

组书记、局长刘玉伟讲话。

李英武在致辞中表示，太原市

承德商会始终以促进太原和承德经

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为己任，致力于

搭建沟通和合作的桥梁，此次推介

会旨在通过展示承德的独特魅力和

太原的发展成果，进一步推动两地

之间的旅游合作和互利共赢。希望

通过此次推介会，让更多的人了解

承德、喜欢承德、爱护承德，同时也

让更多的人发现太原的活力创新和

商机。

除了家喻户晓的避暑山庄，承

德市还拥有很多值得打卡的文旅新

地。推介活动对 8个极具承德市自

然景观和人文特色的代表性旅游景

区进行了现场推介。承德避暑山庄

及周围寺庙景区、承德御道口景区、

承德兴隆山景区、中国马镇旅游度

假区、承德隆承国际大马戏旅游景

区、承德宽城蟠龙湖景区、承德鼎盛

文化产业园区、盛世方舟文旅项目

等景区负责人走上主席台，用情真

意切的语言，向与会嘉宾和线上观

众展示着承德的文旅名片以及他们

对家乡的热爱。几位推介嘉宾热

情邀请山西乃至全国人民到承德

旅游、兴业，感受承德市的魅力与

活力。

活动期间，省旅游协会旅行社

分会与承德市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此次

推介会为契机，搭建晋冀之间文旅

产业的互通桥梁，共同助力山西、河

北两地文旅产业焕发新活力。

此次活动还为优秀个人和企业

进行了表彰。太原市承德商会名誉

会长郎宝山、艺术顾问刘艳峰以及

优秀获奖企业———山西三爱科技有

限公司、山西陆陆发路桥工程有限

公司、太原市普源区金昌达汽车修

理厂代表上台接过了表彰荣誉。赵

春超、姜波、陈立忠、杨晓毅、吴海

军、黄佳光荣获杰出贡献奖，于海

华、赵德阳、李志伟、于立明、陈长

青、曹建明、李泽双、王拓祖、王树

立、谢凯泽、纪永强、赵宏光、张彦

生、王东、王亚杰、姜宇翔、邢磊荣获

先进个人奖。董旭明、李英武和太原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

书记窦力奋，承德市工商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唐楠松，太原市承德商会

常务副会长刘恋、姜凤刚分别为获

奖人颁奖并合影留念。

董旭明在总结讲话中说道，通

过此次活动，大家欣赏到的承德美

景，是承德市文旅名片中的冰山一

角。承德有 5000年的红山文化、有

3000年的契丹文化，还有 1000多

年的农耕文化、300 年的满清皇家

文化，是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

化、皇家文化、民族民俗文化交融荟

萃之地。此次推介会也为下一步如

何从商会给两地的经济文化各方面

搭桥唱戏提供了宝贵经验 。他强

调，企业一定要将政治、要懂经济、

要善学习，同时更要有情怀，努力为

家乡做贡献。

此外，省电子商务协会、山西省

浙江企业联合会、太原市福建安溪

商会、大原市乐清商会、太原市南安

商会、太原市平阳商会、太原市十堰

商会、太原市徐州商会、太原市榆社

商会、太原市原平商会等商会为此

次推介会发来了贺信。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这是河北省加快推动旅游强省建设

的新理念！太原市承德商会也希望

通过此次推介会的举行，进一步加

强承德与太原在文化旅游领域的交

流合作，不断开创两地文化和旅游

工作新局面。

山西省、太原市各大商协会，

省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承德市旅

游协会旅行社分会以及承德市知

名企业和媒体代表共 200 余人参

加了活动。

心向往之 一见倾承

我为家乡代言之承德
暨太原市承德商会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19 日发

布。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部署

了哪些重要任务？记者就此采访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问：意见的出台背景是什么？
答：长期以来，民营经济在稳

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

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经

成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税收上，2012年至 2021年，民企

占比从 48%提升至 59.6%。在就业

上，2012年至 2022年，规上私营工

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从 32.1%提高

至 48.3%。在数量上，2012 年至

2022年，民企数量占比从 79.4%增

长到 93.3%。在外贸上，民企从

2019 年起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

2022年占比达 50.9%。

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比

重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生力军，高质量发展不可

或缺的重要基础，推动我国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不可替代的重要

力量。但一个时期以来，民营经济

发展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少民

营企业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迫

切需要针对新情况，完善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体制机制，提振民

营经济预期信心，进一步激发民营

经济发展活力。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

民营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重大文

件，持续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各方面围绕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

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取得了良

好效果。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优

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

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对民营经济工

作提出了新要求。

此次出台的意见，对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作出了新的重大部

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

视和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深切关怀。

我们要把中央精神领会好，把发展

方向把握好，把务实举措落实好，推

动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

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

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我们有理

由相信，民营经济必将迎来更加广

阔发展舞台和光明发展前景。

问：意见部署了哪些主要任务？
答：意见围绕 6 个方面，部署

了重点任务。

一是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

环境。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清

理规范行政审批、许可、备案等政

务服务事项的前置条件和审批标

准。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

强化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

竞争的反垄断执法。完善社会信用

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信行为纠正

后的信用修复机制，完善政府诚信

履约机制。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

二是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

持力度。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

健全多方共同参与的融资风险市

场化分担机制。完善拖欠账款常态

化预防和清理机制，依法依规加大

对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力度。强化人

才和用工需求保障，加强灵活就业

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完

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建立支

持政策“免申即享”机制。强化政策

沟通和预期引导，根据实际设置合

理过渡期。

三是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

保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

业家权益，进一步规范涉产权强制

性措施。构建民营企业源头防范和

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持续完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对民营中小

微企业原始创新保护力度。完善监

管执法体系，杜绝选择性执法。健

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

四是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

理结构和管理制度，鼓励有条件的

民营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鼓励民营企业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

技术改造。鼓励民营企业提高国际

竞争力，加强品牌建设。支持民营

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参与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依法规

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发展。

五是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

成长。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加

强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完

善民营经济人士教育培训体系，建

立健全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传

帮带辅导制度。全面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

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主动作为、

靠前服务。

六是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引导社会

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

重要作用，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

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

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

做法。培育尊重民营经济创新创业

的舆论环境，依法严厉打击以负面

舆情为要挟进行勒索等行为。支持

民营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展现

良好形象。

问：意见出台后如何抓好落实？
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要求，会同有关部门，

从四个方面抓好落实。

一是健全机制、压实责任。完

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协同推

进机制，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央

地联动水平。必要时可根据意见进

一步制定行动方案，明确各自分

工，压实部门责任。地方政府要充

分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和细化具体

实施方案，确定工作目标和时间进

度安排，推动各项措施落地。

二是密切跟踪、优化配套。加

强对文件落实情况的动态跟踪，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全国工商联

定期开展意见实施情况调研，听取

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民营企业、金

融机构和其他相关单位的意见，在

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

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总结

经验，及时提出完善政策的后续配

套措施，防止政策举措在实施中变

形走样。

三是广泛宣传、做好解读。做

好文件解读和宣传，讲好民营企业

和企业家故事，营造全社会关心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氛围，提升民营

企业谋发展、谋改革、谋创新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让民营经济创新源

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

充分迸发。

四是及时研究、科学评估。及

时研究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苗

头性、倾向性和潜在性问题，对重

大问题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委

托相关机构对政策实施开展第三

方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持续优化政

策落实方式。 （来源：新华网）

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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