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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除市场壁垒？破除壁垒能释放
多大发展动能？来看河南洛阳的案例。

此前，由于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较低，产
业前景不甚明朗，社会资本对充电桩建设
持观望态度。洛阳为加快推进全市充电桩
建设，授权地方城投公司进行特许经营。
然而，这一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不仅建设
数量跟不上，服务质量也不高。顺应市场
和群众需求，2020年7月洛阳主动放开充
电桩市场。

数量从 2020 年的 1300 多个增长到
2024年底的1.5万余个，服务费从每度电8
毛钱下降到3毛钱左右——数字为证，相
关举措助推洛阳公共充电桩建设提质增
速，促进了当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

破除壁垒，推动公平竞争，为民营经济
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能够有效提振发展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
进民生福祉。

公平竞争犹如阳光雨露，对民营经济
的茁壮成长不可或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
法，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保证各类经济组
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这部基础性法律，

有许多处关于“同等”“公平”“平等”的表
述，并将“公平竞争”列在总则之后单独成
章，回应了民营企业长期以来的关切。

促进公平，既有法律武器，也有务实行
动。就拿招投标来说，民营经济促进法明
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招标投标、政府采
购等公共资源交易不得有限制或者排斥民
营经济组织的行为。”河南推进招投标专项
整治，保障民营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平等
参与招标投标活动；广东深圳试点招标“评
定分离”改革，将技术评审与定标决策分
离，强化招投标透明度与经营主体自主权
……各地创新举措，将民营企业在公共资
源交易中的平等地位落到实处。今年1—
4 月，民营企业中标率同比提高 5 个百分
点，1 亿元以下的项目民企中标数量占比
超80%。

市场准入是各类经营主体开展经
营、参与竞争的起点。一张不断“瘦身”
的清单，照见公平市场向前迈进的稳健
步伐。

从2018年出台至今，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历经4次修订，事项数量由最初的151项
压减至目前的106项，压减比例约30%。一
批行业准入限制得以放宽，各类经营主体
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进得去，实现“清单越
缩越短、市场越放越活”。不仅如此，“国家
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写入法律，进一步强化了制度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有助于从治理源头激发民营经济
发展的内生动力。

有形的壁垒需要消除，无形的壁垒也
亟待打破。当前，多部门正联合开展行动，
对存在“违规扩大审批范围、变更或增设审
批条件”“准入标准过高、审批流程过长”等
情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
进行清理整治，推动“非禁即入”落地生
根。市场壁垒不仅是民营经济壮大的“拦
路虎”，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发
现一个就要打破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
是，从政府采购中“身份歧视”的“潜规则”，
到市场准入方面审而不批、许而不可的变
相门槛，种种隐性壁垒的破除也关系民营
企业对于公平的感受，事关民营企业家的
法治信心、发展信心，事关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活力与潜力。

壁垒消除的过程，也是观念更新的过
程。民企贡献了超一半的“新三样”出口，
DeepSeek以“低成本+开源”模式冲到行业
第一梯队，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积累超
2700 项核心专利的鸿蒙电脑问世……我
国民营经济在时代浪潮中加速向前。呵护
其向“新”而行、再攀新高，需要公平竞争基
石的支撑，也离不开良好社会氛围的托举。

公平的生命力，在于可感可及。聚焦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面临的痛点难点问题，
不折不扣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当“平等
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原
则化作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现实案例，民营
经济将在更广阔舞台上展现新作为、迸发
新活力。

（据《人民日报》）

6月14日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写在山河里的“历史档
案”，守护它们就是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

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最丰富的国
家之一，中国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工作，并始终以负责任态度参与世界遗
产领域全球治理，为推动全球世界遗产保
护事业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断贡献
中国智慧和力量。

2024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赞赏
中国政府在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上
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文化
瑰宝和自然珍宝，需要各国共同守护。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7
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保证
公约的有效实施，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委员会负责审定
各成员国提名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将那些
国际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
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以使国际社会将其作为人类的共同遗
产加以保护。

按照《公约》定义，世界遗产主要分为
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三
大类。截至202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的遗产总数达到1223项，分布在全球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风光多姿，所拥
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极其丰富。中
国政府高度重视本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同时也积极支持并参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开展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
国际活动。

中国于 1985 年加入《公约》。1987
年，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莫高
窟等作为中国首批文化遗产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总
数达到 59 项，其中文化遗产 40 项、自然
遗产 15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 项，居世
界前列。

为了更好宣传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增强全民保护遗产的意识，从 2006 年起，
中国将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
化遗产日，2017年起又调整为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据中国国家文物局数据，今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
单位组织开展 7000 余项线下线上活动，
包括特色展览、趣味社教、公众考古、普法
讲座等。

近年来，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等理
念推动遗产保护事业不断发展。在普洱景
迈山古茶林，千年的普洱茶树今天还生产
着高品质的普洱茶；在杭州西湖，湖山与人
文浑然相融，历史与现实碰撞生辉；在龙门
石窟，卢舍那大佛颔首凝视、庄重典雅，来
观看“课本里古迹”的儿童络绎不绝……

中国还积极参与世界遗产领域全球治
理，多次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两次
成功举办世界遗产大会并担任世界遗产委
员会主席国，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
享遗产保护经验和做法，持续支持非洲国
家开展世界遗产能力建设。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
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
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
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人类的
共同责任。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6月14日是第22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国的活动口号为“献血传递希望 携手挽救生命”。图为在河南省沁阳市，市
民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新华社发（张新雨 摄）

6 月 15 日，山东
省临沂市郯城县郯
城街道农民在水稻
软盘集中育秧田起
运秧苗，为机械插秧
做准备。

农业农村部农
情调度显示，目前全
国夏播粮食进度已
过半，播种进度快于
往年。截至 6 月 13
日18时，全国已夏播
粮食 2.7 亿亩，主要
以南方中晚稻、夏玉
米、夏大豆为主。

新华社发（张春
雷 摄）

破除壁垒，推动公平竞争
——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②

公平竞争犹如阳光雨露，对
民营经济的茁壮成长不可或缺

有形的壁垒需要消除，无形
的壁垒也亟待打破。壁垒消除
的过程，也是观念更新的过程

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中国与世界同行

无偿献血传爱心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者杨湛
菲）记者6月14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
文物局近日完成新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评定工作，10家单位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名单。至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评定
65家，分布在全国21个省（区、市）。

这10家单位是：山西省陶寺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内蒙古自治区萨拉乌苏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土城
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浙江省上山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安徽省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山东省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河南

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湖北省铜绿
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四川省宝墩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陕西省秦咸阳城咸阳宫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评定
的10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不同侧面展
现了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与早期

王朝国家形成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
成发展过程，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历史文
化价值、中华民族精神追求。10家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实现了遗址本体、历史环境、文
化氛围的系统保护，同时积极创新展示展
陈方式，推出高水平展览，举办丰富多彩的
文化体验活动、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

我国新增10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全国夏播粮食全国夏播粮食22..77亿亩亿亩 进度过半进度过半

夏日时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标志性工程——成渝中线高铁
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来自中铁十九局
的建设者在各个工点穿梭忙碌，推进
控制性工程跨安岳大道特大桥连续
梁施工，确保大桥如期合龙。成渝中
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建成通车
后将成为成都、重庆两大城市间最顺
直、最高效的直连通道。

今年以来，全国铁路建设优质
高效推进。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1 至 5 月，全
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21 亿
元，同比增长5.9%，有效发挥了投资
拉动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
动能。

国铁集团发改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前五月，铁路部门统筹运用资源
力量，加快推进铁路建设，强化现场
施工管理，深入开展科研攻关，加强

安全、质量、投资、环保控制，重点项
目建设稳步推进，为“十四五”规划
圆满收官奠定坚实基础。

在甘肃陇南，由中铁十四局承
建的天陇铁路控制性工程马街隧道
进入掘进最后冲刺阶段。马街隧道
全长超过12公里，属高应力软岩大
变形隧道，最大埋深达1160米。在
山东，由中铁二十一局承建的津潍
高铁控制性工程——滨东黄河特大
桥C段转体连续梁成功完成双侧双
转体，成功跨越两条既有铁路。在
四川，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西渝高
铁一级高风险隧道——华蓥山隧道
掘进突破6000米，实现进度过半目
标。华蓥山隧道全长12150米，穿越
瓦斯地段和岩溶富水段，施工难度
大、风险高。

在湖南，由中铁二十五局承建
的邵永高铁永州站改扩建工程拉开

序幕。永州站衔接衡柳铁路、洛湛
铁路、湘桂铁路三线，是邵永高铁全
线控制性工程。在浙江，由中铁十
一局承建的衢丽铁路衢江特大桥跨
沪昆高速连续梁开始建设。衢江特
大桥全长10.59公里，是衢丽铁路衢
州至松阳段最长桥梁。在广东，由
中铁十六局承建的深南高铁云开大
山隧道进入正洞施工阶段。云开大
山隧道正洞全长约3.8公里，施工面
临高地温、围岩破碎、渗水量大等挑
战，是深南高铁广东段重难点工程。

国铁集团发改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高质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加快
构建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助
力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今年前五月全国铁路建设高效推进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2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