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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遗失声明
我公司贵州一桓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观山湖区分
公司，因工作人员保管不当，
遗失财务专用印章壹枚，备案
编号：5201030019835，现声明
该印章作废，特此声明。

贵州一桓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观山湖区分公司

2024年12月25日
迁坟公告

贵州时代矿业开阳县永
温镇大坪磷矿开采项目建设
地块范围涉及开阳县永温镇
坤建村上寨、下寨、灯塔、湾
子、大田、毛力沟、朱家厂、大
寨；永亨村庆沟组；安大村上
下小河集体土地，请地块内所
涉及的坟主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前携本人身份证及农村信
用社存折到永温镇涉及的村
登记办理迁坟事宜，逾期则作
无主坟处理。
联系电话：周先生:13985464188

文女士：13809485522
杨先生：18798078328

永温镇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25日
检讨书

因我在中铁·尚和锦城工
地外冲料斗，影响公共环境卫
生，我郑重承诺，以后不再在
工地外冲料斗。

检讨人：张中友
身份证号码：51102619660

2165817

公 告
●贵州恒晟绿化园林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法人章（袁科）备
案编号：5201150101173、公章，
备 案 编 号 ：5201131033673，
声明作废。
●贵州省多彩贵州研学智慧
教育中心有限公司公章5201029
06317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贵州浩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财务章（未在公安机关
备案）声明作废。
●贵州运成达物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未在公安机关备案）
声明作废。
●贵州领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变更法人，原法人章编码：
5201010032355，遗失作废。
●贵州华网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法人由余铁汉变更为张建胜，原
法人章（余铁汉）未在公安机关备
案，遗失声明作废。
●仁怀市茅台镇南坳社区股份
经济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520382MF1462252N遗失法
人章，编号5203823110415，声明
作废。
●六盘水长辉帝商贸有限公司
公 章 不 慎 遗 失 ，编 码
5202018702067，声明作废。
●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法人由尹明变更为菅长永，
遗失法人章 5201039170954，
声明作废。

●贵阳经济技术成人中等专
业学校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
本，编号：教民2520100320201
98号，声明作废。
●因内部管理问题，现决定注
销贵阳经济技术成人中等专
业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 号
NO.20190192453，教 民 号
252010032020198，相 关 债 权
债务处置完毕。地址：贵州省
贵阳小河区金筑镇鑫中路。
联 系 人 ：桂 升 明 ，电 话 ：
18085036509
●毕节趣味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编
码：5205246021341，声明作废。
●贵州伏羲文化有限公司变
更为贵州伏羲文化有限责任
公 司 ，原 公 章 （ 编 号
5201131043170）财务章（编号
5201131043171）遗失声明作废。
●南明区巨豪建材经营部不
慎遗失公章（未在公安机关备
案）声明作废。
●贵州百年荣太和酒业(集团)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编
号：5201029117187，声明作废。
●贵州省贵龙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编号52010292
46709）合同章（编号 52010292
46714），声明作废。
●贵州领扬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编 号 ：
5201029230518，声明作废。
●中鼎国际猫场项目部，马军
善 、何亮勇 、杨强，以上人员
未办理离职手续，一切后果自
负，登报声明。
●龙里县洋场供销有限公司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编 号 ：
5227302114151，声明作废。
●贵州巨象大同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法人章，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丁聪贵 AG1739，杨秀全贵
AC3506，罗华书贵 AH3028，
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
●观山湖区宸轩彦茶行遗失
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孙全芬遗失贵 ADK6592 网
约车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贵州优鲜达生鲜超市遗失
财务章，声明作废。
●不慎遗失中国电建集团贵
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资质证书副本原件4
本，证书编号（E152000318-4/
1 至 4/4），发证日期 2024 年 7
月24日，声明作废。
●贵州鸿浩安达物流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贵 A6832 挂营运
证，特此声明作废。
●贵阳亿兴网络有限责任公
司因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本人胡星不慎遗失湖山郡
Y+公寓付款收据100000元整
(票据号0005107)原件，现声明
此收据原件作废，由此引起的
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本人自
行承担，特此声明。

惠企政策落地落细惠企政策落地落细 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魏玉坤 韩佳诺韩佳诺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 杨湛
菲 齐琪）为了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公民
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形成全社
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法治宣传
教育法草案21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草案共7章62条，包括总则、社会法治
宣传教育、国家工作人员法治宣传教育、青
少年法治宣传教育、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
和附则。

草案明确国家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

制度，明确法治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对
象。草案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
从业人员和网络用户的法治宣传教育；公共
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在其经营管理的
场所内，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反电信网络
诈骗、食品药品安全、消防安全、个人信息保
护、产品责任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

面向青少年，草案明确规定青少年法治
宣传教育的目标，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公安、司法等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以及学

校、监护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治宣传教
育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法治教育目标、
内容以及评价要求，将法治素养纳入中小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网络服务提供者应
当履行未成年人网络法治宣传教育责任，加
强对未成年人网络行为的规范和引导。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
基础性工作。草案第二章规定了“社会法治
宣传教育”，第三章、第四章将国家工作人
员、青少年作为重点对象，分别作了规定。
面向社会公众，规定了国家机关、群团组织、

法律服务机构的法治宣传教育职责，以及对
村（居）民、企业职工、老年人、特殊困难人
员、进城务工人员、服刑人员等人群和出境
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育。

此外，草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谁执法
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推行“谁管理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建立国家机关履行普法责
任年度报告制度。面向国家工作人员，明确
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学法义务、将法律知
识纳入公务员考录内容，以及实行领导干部
应知应会清单、领导干部述法等制度。

我国拟专门立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我国拟专门立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
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记者日前在
采访调研中了解到，各方加力落实助企帮
扶政策，为企业出实招解难题，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先是科创天使投资公司投了200万元
股权融资，随后，两家银行跟进贷款支持
1000万元。”去年8月在天津创业的何建军
说，初创关键时期的“血液输送”为公司装
上了发展“发动机”。

不久前，天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
心又给何建军提供 1500 万元的担保。目
前，何建军团队研发的镍基焊接材料开始
试生产，市场前景广阔。

融资“活水”，助力民营企业迈过初创
难关。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10月末，专
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4.23万亿元，同比增
长13.6%；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3.17万
亿元，同比增长21%；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3
万亿元左右，同比增长15%左右。

持续推进减税降费，降低民营企业经
营成本，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统

计数据显示，2023年，民营经济纳税人新增
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6864.6亿元，占全国
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的75.7%。今年
前三季度，小微企业享受税费减免9461亿
元，同比增长6.7%。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
壤。记者了解到，针对妨碍市场公平准入、
限制企业跨区迁移等问题，有关部门和地
方出台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便
利企业发展。

“只填了新地址，政府就帮我们都搞定
了！”重庆锦似春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女

士说，公司准备迁移城区，本想为执照、税
务、社保等迁移多预留一个月时间，没想到

“迁移一件事”可以把公司的执照、税务、社
保等一并办结，不仅效率提高了，还连带省
了一个月房租。

涉企收费问题关系企业核心利益，
治理乱收费是为企业减负的重要举措。
安徽持续加强涉企收费监测监管，动态
掌握企业负担情况、及时发现涉企违规
收费线索；河南通过建立部门联合抽查
事项清单、实施部门联合抽查检查等形
式，提升协同监管能力……多地拿出实
招硬招，着力整治涉企违规收费，切实减
轻企业负担。

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
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加快推动出台民营
经 济 促 进 法 ；施 行《公 平 竞 争 审 查 条
例》……一系列惠企政策举措出台落地，
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为民营企业持
续健康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
市场环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发展
市场环境不断优化、发展要素支持进一步
强化、发展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民营经济持
续发展壮大。

从量上看，2012 年至 2023 年，民营企
业占全国企业总量由79.4%提高至92.3%、
达5300余万户，个体工商户由4000余万户
增加至 1.24 亿户。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
示，截至2024年9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
企业数量超过5500万户。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新设民营企业619.1万户。

从质上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
“四新”经济民营企业271.8万户，占同期新
设民营企业总量四成。截至 9 月底，我国

“四新”经济民营企业达到 2181.6 万户；新
设“数字经济”民营企业81.5万户，占到新
设民营企业总量的13.2%。

当前，企业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中国
中小企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1月中小企
业发展指数为89.2，较10月上升0.2点，连
续2个月上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完善适应各种
所有制经济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
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推出务实管用举措，
狠抓政策落地落实，全力优环境强服务、破
壁垒解难题、疏堵点提信心，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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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迎
来新的进展。12月21日，民营经济促进法
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

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
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营经
济的方针政策和实践中的有效做法确定
为法律制度，有助于巩固改革成果，回应
各方关切，提振发展信心，营造有利于包
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发展民营经济，为何需要制定一部专
门的促进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
展。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3年，民营企
业占全国企业总量由79.4%提高至92.3%、
达5300余万户，个体工商户由4000余万户
增加至1.24亿户。截至2024年9月底，全
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超过5500万户。

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将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上升为法律规范，对于
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共 9 章 78 条，主
要包括总体要求、公平竞争、投融资环境、
科技创新、规范引导、服务保障、权益保
护、法律责任等八个方面。

草案的多个“第一”，给民营企业吃下
“定心丸”——

第一次在法律中明确，民营经济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力量。

第一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
第一次将促进“两个健康”写入法律。
第一次在法律中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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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最有效的
‘定心丸’。”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许光建表示，加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
法，有利于更好稳定民营企业家发展预
期，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需要优化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着力健全、完善
民营经济组织市场准入领域公平参与市
场竞争的制度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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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落实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定期清理市场准入壁
垒、禁止在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中限制或
者排斥民营经济组织等作出规定。

同时，草案还完善制度措施，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优化民营经济投资融资
环境。

“草案诸多内容从法律层面保障民营
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这更加坚定了我
们的发展信心。”安徽锴模装备模具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罗海说。

发展新质生产力，民营经济大有可为——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近年来创新水

平不断提升。截至 2023 年底，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有效发
明专利 213.4 万件，占国内企业总量的近
四分之三。

对此，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提出，支

持有能力的民营经济组织牵头承担重大
技术攻关任务；加强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
经营者知识产权的保护。明确建立畅通
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同时，对强化行政
执法监督、防止多头执法等作出规定。

在注重规范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的同时，如何加强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
营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规范涉及限制
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
并要求依照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进行。
禁止利用行政、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
纷。细化办案程序，规范异地执法行为。

草案围绕加强账款支付保障工作，强
化预算管理，有针对性细化支付账款规
定，设置账款拖欠协商调解处置程序等。

此外，草案设专章强化有关违法行为
的法律责任，增强制度刚性和权威性。

立良法、促善治、谋发展。
“企业家有了安全感才能消除顾虑，

放下包袱，心无旁骛干事创业。草案有力
回应了民营企业的期盼，为民营经济持
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中
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李兆前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 齐琪）
《中国法学》创刊 40 周年纪念座谈会 19 日
在京举行。法学法律界专家学者围绕繁荣
法学理论研究、推进法学理论创新等内容
进行发言交流。

与会人员表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的学术挖掘，对中华法治文明
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为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提供丰富
的知识元素和文化支撑。同时，紧紧围绕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切实加强扎根
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
的法学理论研究，努力把法学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推
动法治中国建设的强大力量。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在会上表示，广大法学期刊工作
者和法学研究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维护
法学领域意识形态安全。坚持体系化、学理化，深入系统
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巩固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学教
育和法学理论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不断加强中国法学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入推进我国优秀法学研究成果对外宣
传，让世界法学舞台上有更多中国声音、中国元素。

《中国法学》由中国法学会主管、主办，自1984年创
刊以来有力推动法治理论、实践和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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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记者日前在采访调研中了解到，各方加力落实助企帮扶政策，为企业出实招解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再进一步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再进一步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齐琪齐琪 魏玉坤魏玉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