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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是人类文明存续

的重要依托。当法西斯主义、
军国主义试图撕裂世界之时，
26国联合发表《联合国家宣
言》以求同存异的远见卓识证
明：意识形态的藩篱可以打
破，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纽带始
终都在。

——历史潮流不可逆，也
不可违。殖民体系的瓦解、冷
战格局的终结、新兴力量的崛
起，昭示着强权逻辑终将被多
极共生的浪潮吞没，历史正义
的车轮终将碾压一切挡路者的
倒行逆施。

——规则不是强者操弄的
玩具，应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盾
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权
平等原则、战后审判确立的反

侵略法理，皆在重申：国际秩序
若沦为“强权即公理”的角斗
场，人类将陷入一个接一个的
陷阱。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
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
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
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
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
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
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
发展的永恒主题。”习近平主席
的这番话，表达了世界各国人
民向往和平、热爱和平、捍卫和
平的共同心声。

作为二战的胜利者、战后
秩序的创建者和维护者，中国
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
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从推
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

提出并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
为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性
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入强大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中
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中
坚力量。联合国副秘书长汤
姆·弗莱彻认为，中方提出的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主张全球团
结，强调世界需要合作而非对
抗，这些倡议和理念极其重
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刊文指出，在全世界看来，中国

如今已成为国际秩序中一股致
力于维护稳定的积极力量。

一箭易断，十箭难折。中
俄作为二战并肩奋战的盟友，
今天继续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
定，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密切协
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以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
起，觉醒的“全球南方”声势卓
然壮大，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
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维护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力量空前
强盛。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
说：“开展纪念日活动，如同点
燃一支火炬。”光明每前进一
分，黑暗便后退一分。纪念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
意义，就在于照亮未来，宣示人
类捍卫持久和平的坚定信念。

1945年4月，得知盟军攻入
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内的
战俘和反战者拿出暗藏的武
器，发动起义。控制集中营后，
他们在大铁门上贴上标语：“永
不重演。”

“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言犹
在耳。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人
类需要的不是新冷战的嘈音，
而是合作航船的汽笛；不是文
明优越的傲慢，而是美美与共
的气派；不是丛林法则的沉渣
泛起，而是命运与共的彼此成
就。唯此，方能让历史的悲剧
永不重演，让持久和平与永续
发展的愿景成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5月20日起，民营经济促进
法将正式施行，“毫不动摇巩固
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
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第一次被写入法律。此
前，我国发布了新版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清单事
项，为民营企业等各类经营主
体投资兴业带来了广阔空间。

业内人士指出，各项支持
政策的出台，特别是民营经济
促进法的落地，聚焦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面临的短板，回应企
业关切，提振发展信心，将营造
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
境和社会氛围，激发民营经济
发展动能。

民营经济促进法共9章78
条，分别为总则、公平竞争、投
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
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法律
责任和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负责人介绍，民营经济
促进法第一次将“毫不动摇巩
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
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写入法律，第一次明确了民营
经济的法律地位，第一次明确
规定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
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
的重大方针政策。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3月底，全国登记在
册民营企业超过5700万户，占
企业总量的92.3%；全国登记在
册个体工商户超过1.25亿户。
当前，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要
素获取、服务供给等方面还存在
不少阻碍，民营企业自身的创新
发展能力也存在一些薄弱环
节。民营经济促进法，聚焦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措施，有利
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具体来看，民营经济促进法
着力健全、完善民营经济组织公
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机制，把
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做法
确定为法律制度。规定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包括民
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
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我国
发布了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新版清单事项数量由117项
缩减至106项，直接删除了一批
全国性措施，如公章刻制业由
许可制改为备案制。自2018年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以来，清单历经4次修订，从
151项压缩到了106项，交通、能
源、养老等多个领域一大批准
入限制得到放宽，准入效能不

断提升。近日，国家能源局发
布促进能源领域民营经济发展
十条举措，其中，围绕推动民营
企业公平参与市场，提出健全市
场准入制度，推进油气管网运销
分离，引导民营企业更便捷进入
油气市场竞争性环节等。

“市场准入是民营企业参
与经济活动、实现公平竞争的
重要前提。”国家发改委经济体
制与管理研究所民营经济研究
室副主任李红娟表示，近年来，
我国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市场
准入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并与
审批、投资、监管等一系列制度
改革同步联动，在放宽民营企
业准入方面，系统清理各类显
性和隐性壁垒、持续提升政务
服务效能、完善民营企业参与
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在能源、铁路、通信等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领域进一步引入

市场竞争机制，市场“门槛”不
断降低，市场规则更为透明，市
场环境更加公平，对激发民企
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同时，政策也在有针对性
地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
项制度措施。其中，在优化投
融资环境方面，民营经济促进
法提出，要完善制度措施，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民营经
济投资融资环境；明确支持民
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重大战略
和重大工程，对引导民营经济
投资重点领域、完善融资风险
市场化分担机制、提供更高水
平投资服务等作出规定；在支
持科技创新方面，民营经济促
进法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
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
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
积极发挥作用。 据新华社

四川公安发布服务企业服务民生发展9条措施

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
近日，四川省公安厅发布

服务企业服务民生发展9条措
施，进一步优化涉企服务管理、
规范执法办案、维护市场秩序、
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等工作，不
断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
革，持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水平，更好服务企业服务
民生发展。

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将
持续推动举措落地见效，以更
有力的行动为高质量发展保
驾护航，为企业和群众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
环境。

规范涉企刑事执法

严格落实涉企案件立案
审查制度，健全完善涉企案件
办理报备和全程监管制度，全
面整治涉企执法突出问题，严
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
坚决防止违规办案、逐利执
法。依法慎用羁押性强制措
施，严禁对企业超权限、超范
围、超数额、超时限采取“查扣

冻”措施。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

推动“行政检查一件事”改
革，科学归并涉企行政检查事
项，优化涉企行政检查模式，防
止对企业多头检查、重复检查、
随意检查。制定出台《四川省
公安机关行政领域轻微违法行
为不予处罚和不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清单》，推动落实包容审慎
监管和柔性执法。

优化涉企报警求助机制

在全省县（市、区）公安机
关接报案中心设立“涉企案件
接报案服务站”，建立健全涉企
案件登记、受案、流转、监督、反
馈等工作机制。

强化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研究制定常见涉企知识产
权犯罪案件报案指引，依法严
厉打击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犯
罪。拓展“四川公安知识产权
云警务”应用，优化线上涉企知
识产权咨询和线索举报办理。
探索开展重点企业商业秘密保

护体检工作，指导企业进一步
提升自主保护水平。

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环境

严厉打击利用涉企舆情实
施敲诈勒索的网络水军类违法
犯罪，及时清理涉及企业虚假
负面谣言信息，进一步加强网
络舆论正面引导。严厉打击整
治利用互联网侵害企业合法权
益破坏营商网络环境犯罪活
动。严厉查处利用网络技术入
侵破坏企业计算机系统，窃取
商业秘密的违法犯罪。

健全警企联系服务机制

坚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
原则，健全完善省市县三级公
安机关联系服务企业机制，探
索分类实施“项目警长”“助企
驻警”“一企一警”等制度，打造

“蜀警安企”护企模式，着力构
建“亲清警企”关系。根据各地
实际推动建设警企服务中心、
分中心、站点、警务室等工作阵
地，试点搭建警企一站式服务
平台、警企服务专线等，前置提
供便利服务。组织开展“惠民

利企”大走访，定期召开“警企
恳谈会”，倾听企业诉求和意
见，更加精准高效做好助企纾
困等工作。常态开展“送法入
企”活动、线上网络安全管理应
用专项指导等，主动提供法律
咨询、经营风险提示、犯罪预防
宣传等服务。

提高公安政务服务办事效能

推出“金融两项行政许可”
网上办服务，将审批时限提速
至5个工作日。优化企业网站、
APP、小程序的公安备案流程，
协调接入服务商帮助企业送审
备案资料，将备案审批时限提
速至10个工作日。将第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的运输许可审批时
限提速至3个工作日。推出涉
企开办和生产经营方面的印章
刻制“预约办、快办快取”服务，
将印章刻制时限提速至2.5小
时。简化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
许可申请材料，对同一承办者
后续举办的活动，不需要再提
交承办者合法成立证明、安全
责任人身份证明以及有关资质
资格证明。

大力支持企业投资发展

对急需来华从事访问交流、
投资创业的外国人，可凭邀请单
位出具的邀请函件等相关证明
材料办理口岸签证入境；需多次
往返境内外的，可在出入境管理
部门办理多次有效签证。对参
加商务部门组织的川企出海、会
展贸易等活动的企业，提供出入
境绿色通道专窗服务。

优化电子证照信息办事应用

优化川籍居民身份证、居住
证、驾驶证、行驶证电子证照线
下公安窗口应用，推出川籍驾
驶证电子证照租赁汽车、购买
保险服务，推出川籍居民身份
证电子证照认证办理申请第二
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
备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
以及居住登记申报服务。推行
机动车数电发票信息联网核
查，在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转
让登记、已销售未登记新车临
时号牌核发业务时，不需要再
提交纸质机动车销售发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