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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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知》要 求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要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本 通 知 提 出 的 各 项 任

务 和 要 求 ，聚 焦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的 堵 点

痛 点 ，加 强 政 策 统 筹 协 调 ，切 实 落 实

工 作 责 任 ，认 真 组 织 实 施 ，形 成 工 作

合 力 。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要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加 强 工 作 指 导 ，及 时 总 结 推 广 深 化

商 事 制 度 改 革 典 型 经 验 做 法 ，协 调 解

决 实 施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确 保 各 项 改 革

措施落地见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
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

近日，河北省晋州市的鸭梨、皇冠梨等优质梨果相继成熟。据介绍，晋州市目前梨树面积 17 万亩，年产优质梨 60 万

吨，年产值达 18亿元。

图为 9月 10日，晋州市马于镇的一名果农在梨园内采摘鸭梨。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梨乡采摘忙

初 秋 的 阿 拉 善 天 色 苍 茫 ，绿 野 无 垠 。“ 啊 、

咿 、喔 ……”蒙古语的七个元音伴随不同音高，

从一个极具蒙古族风情的院落传出。院里十多

个蒙古族小朋友正围坐一圈学习长调，64 岁的

蒙古族长调歌手阿拉坦其其格用钢琴提示音准，

悠扬的长调歌声洋洋盈耳，随着秋风飘向茫茫草

原。

长 调 ，蒙 古 语 音 为“ 乌 日 汀 哆 ”，“ 乌 日 汀 ”

为“长久、永恒”之意，“哆”为“歌”之意。蒙古

族 长 调 民 歌 产 生 于 北 方 草 原 游 牧 民 族 生 产 劳

动 生 活 中 ，以 草 原 人 特 有 的 语 言 ，述 说 蒙 古 民

族 对 历 史 文 化 、道 德 习 俗 、哲 学 和 艺 术 的 感

悟。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被称为“草原音

乐活化石”。

2006 年，蒙古族长调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阿拉坦其其格成为第一

批国家级蒙古族长调民歌非遗传承人之一。

“长调是飘扬在大自然里的叙事诗歌，在我

小时候，大人们常常唱着长调来告诉我们一些人

生道理。”自幼在阿拉善右旗牧区长大的阿拉坦

其其格说，20 岁时她来到内蒙古艺术学校系统

学习了长调。凭借出色歌喉，阿拉坦其其格的长

调歌声逐渐为人所知。

2006 年，阿拉坦其其格主演的电影《长调》

播出后，许多人慕名找到她学习长调，“很想让

长调像小时候一样成为草原上大家口口相传的

歌声。”两年后，阿拉坦其其格回到家乡阿拉善

右旗成立了“阿拉坦其其格蒙古族长调传承培训

中心”，盼望原生态蒙古族长调民歌在故乡的土

地上开花结果。

“每年放假前我会到各个中小学向大家宣传

长调，并且挑选声音适合的学生，邀请他们来这

里免费学习 20 天。”阿拉坦其其格先后在青海、

甘肃和内蒙古赤峰、包头等地建起 8 个长调基

地，12 年来共教学生 1500 多名。学生中不少人

现在从事长调相关的工作，有的成为乌兰牧骑演

出队成员，有的考取了音乐专业研究生，有的成

为音乐老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学生爱上

长调，并且能将长调传唱给更多人。”阿拉坦其

其格说。

长调是源于大自然的艺术，为了让孩子们用

心感受长调的魅力，阿拉坦其其格将培训中心建

在远离城市的草原上。“来这里学习是因为我喜

欢长调，喜欢歌词里讲的故事。”正在读小学二

年级的哈琳是第二年来到基地学习长调，在城市

里长大的她唱起长调常常动情落泪。小朋友们

学习之余，在草原上自由玩耍，感受长调与自然

的和谐交融。

“在牧区的生活让我真正了解到长调民歌里

的情怀和意义。”正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

都丽娜深情地说，每年夏天都有像她一样的长调

爱好者志愿来到培训基地，一边学习长调，一边

照顾小学员们的饮食起居。“我希望以后能像阿

老师一样，将长调永远传承下去。”

在表演中传承，在舞台上保护，是长调文化

历久弥新的源头活水。阿拉善右旗近年来组织

多场蒙古族长调民歌会，北京阳光之路公益基金

会 2019 年与培训中心合作，举办八省区少儿蒙

古长调那达慕。

“我的传承培训中心就是政府投资建造的，

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关注和支持长调的发展，

‘乌日汀哆’歌声定会永远飘扬。”阿拉坦其其格

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 9月 9日电）

长调：

飘扬在大自然里的叙事诗歌
新华社记者 王雪冰 贺书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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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国际机构近期预测，中国可能是

今年为数不多的全球实现经济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背景下，中国经济为什么行？细心观察不

难发现，用好用足“降与升”“减与增”的辩

证法，中国经济的动力、潜力、活力由此得

以不断释放。

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经济民生。非常

时期，当有非常之举。从更大规模减税降

费到持续降低融资成本，从减免社保费到

减房租降网费……一项项政策举措接连

出台，勾勒出市场主体负担的下行曲线，

也 支 撑 起 中 国 经 济 企 稳 向 好 的 上 行 曲

线。雪中送炭，至为关键。市场主体负担

轻一点，发展动力就会强一些，空间也就

更大一些。

为市场主体减负，真金白银的支持固

然重要，优化营商环境同样必不可少。当

前，“放管服”改革正往纵深推进，线下“一

窗 综 办 ”、线 上“ 一 网 通 办 ”逐 渐 成 为 标

配。中央和地方都在探索，压减不必要的

审批，拆掉不合理的门槛，简化来回跑的

手续，向科技要效率、向管理要效率、向改

革要效率。既让市场主体知道发展“有门

路”“门在哪”，又让他们不为“弹簧门”“玻

璃门”“旋转门”所困，办事更顺心，经营更

舒心，发展更安心。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中国选择以坚定不移扩大开

放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对

各类市场主体降门槛，正是促进大循环、畅通双循环的应有之

义，也是不断做大蛋糕、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建设性举措。

以降求升、以减谋增，既是应时之举，更是长远之策。运用

好“升与降”“增与减”辩证法的中国经济，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

现高质量发展，化危为机，赢得主动，不断开创出发展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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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生魁，陕西省石泉县人，1964 年参军，中共党员。

他是查果拉“高原红色边防队”的一名军医，是当地农牧

民群众的贴心人，被誉为“雪山上的好门巴”。1978 年 10

月，成都军区党委作出决定，批准薛生魁为“雷锋式的干

部”。

1967 年，薛生魁被部队分到了西藏岗巴县查果拉

哨所（又称查果拉边防队）当卫生员。他一到这里，就

把为群众解除疾病痛苦放在心上。当时，查果拉边防

队驻地周围有吉汝和上康布两个乡，因为地处偏僻山

区，医疗条件很差。薛生魁不论春夏秋冬、不畏山高路

远、不怕风雹雨雪，经常深入乡村巡诊，热心为农牧民

送医送药。他在哨所里是军医，下牧场就是赤脚医生，

走遍了每间住房、每顶帐篷。薛生魁在巡诊中把群众

的健康状况、需要防治的疾病写在小本子上。哪家群

众有病，哪家孕妇何时分娩，他都了如指掌。一次，薛

生魁到阵地上巡诊回来，已经是深夜了。他习惯地拿

出 巡 诊 登 记 簿 ，里 面 详 细 地 记 载 着 吉 汝 乡 群 众 的 病

历。发现一位孕妇临产期已到，就连忙起来叫醒卫生

员 和 战 士 ，背 起 药 箱 ，打 着 手 电 筒 ，连 夜 向 吉 汝 乡 奔

去。他们翻过两座雪山，涉过一道冰河，来到了孕妇

家。一进房门，只见那孕妇躺在卡垫上呻吟。屋里挤

满人，大家带着一副焦愁的面容，急得团团转。原来，

孕妇头一天就开始腹痛，今天又一整天没有生下孩子

来。薛医生赶忙上前，摸了摸孕妇的脉搏，听了听胎心

音，给孕妇吃了一些药，接着就动手接生。天亮的时

候，胖胖的婴儿落地了，可是没有哭声，也不见动弹。

薛医生发现婴儿的喉管被羊水堵塞，造成假死，这时，

他毫不犹豫地双手抱起婴儿，嘴对嘴地吸出婴儿喉咙

里的羊水。孩子哭出声来了，在场的人如释重负、脸上

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大家惊喜交集，夸奖薛医生是雪山上的“神医”。产妇全

家为感谢薛医生的救命之恩，决定给孩子起名“查救”，意思是查果拉边防队医

生救活的孩子。

1977 年秋末冬初，查果拉山区下了一场大雪，平地积雪两三米厚，被暴风雪

围困的许多牧民患上了重感冒和雪盲，有的被冻伤。薛生魁不辞艰辛，冒着风

雪出诊。当他得知，有两户牧民在达古牧场被风雪所困，就不顾乡干部的劝阻，

决心把医药送到牧民的帐篷里。他在漫天大雪里，翻过一座海拔 5000 米的雪

山，趟过四道冰河，跋涉一天一夜，终于在一座冰峰下找到了这两户牧民。这

时，薛生魁的双脚冻肿了，牧民心疼地把他的脚抱在怀里。就这样他在冰峰雪

岭战斗了 14 天，使病人转危为安。1980 年 7 月，薛生魁从成都军医学校毕业后，

再次回到了西藏高原。他回到部队的第二天，就下乡为群众治病。上康布乡第

三生产队副队长班登得重病，几天没有起床了，他感到自己没有康复的希望，就

把孩子们叫回来安排后事。正在这时候，薛医生来到了班登家，给班登打了针，

服了药。之后，每天都来给班登送药打针。十多天过去了，原先感到已经没有

盼头的班登终于恢复了健康。他逢人就说:“要不是薛医生来得快，我早就不在

人世了”。

薛生魁在查果拉 16 个冬春的日日夜夜里，身背药箱，爬雪山、趟冰河，走村

串户，为藏族群众治病防病，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据不完全统计，十多年来，他下乡 720 多次，步行 28900 多公里，为藏族农

牧民治病达 12.5 万多人(次)，抢救过 100 多名危重病人。他还利用下乡巡诊的机

会，向藏族群众宣传防病治病常识，帮助当地赤脚医生提高医疗水平，言传身

带，把高原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方法，一条一条地向他们讲，手把手地教，做好

传帮带。

薛生魁在海拔 5300 多米的查果拉，不顾高寒缺氧、气候恶劣，把最宝贵的青

春献给了西藏牧区救死扶伤第一线，不愧为雪山上的好门巴。

（本故事文字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丹增赤列老人是西藏乃东县桑

珠德庆乡的农奴。1958 年 10 月的一

天晚上，丹增赤列的家门被正在围攻

驻守山南泽当工作队的叛匪用枪托

砸开了，一群叛匪闯了进来。叛匪用

刺刀抵着 73 岁的丹增赤列老人的头

趾高气扬地说：老混蛋，把你女儿阿

乃藏到哪里去了，快交出来，我们老

爷要她去“支差”。老人怒瞪着叛匪，

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叛匪们在屋里

屋 外 搜 寻 翻 腾 了 好 一 阵 没 有 找 到

人。叛匪发怒了，用枪托狠狠砸老人

的头。老人倒地后，叛匪又用硬硬的

皮靴狠狠地踢丹增赤列的头，很快老

人就昏死过去。叛匪以为老人咽气

了，拿走丹增赤列家里唯一的锅离开

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老人缓缓地

苏醒过来，挣扎着爬起身来，抚着身

上的伤痛，越想越悲愤：这些强盗、畜

牲，两天前抢走了仅有的豌豆，还毒

打了我一顿。现在又要糟蹋我的女

儿 ，这 样 的 日 子 怎 么 过 呢 ？ 想 着 想

着，泪水混着鲜血一滴滴在下落。4

天之后，老人的右眼什么东西也看不

见 了 ，左 眼 也 模 糊 了 。 眼 睛 失 明 以

后 ，老 人 想 ：这 样 活 着 还 不 如 死 了

好。但是老人不愿死，他听说解放军

要来了，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是要

解放我们农奴的，但怎么还不到我们

这里来呢，要是解放军帮助我们杀尽

这些野兽，我死了也甘心。

解 放 军 来 了 ！ 1959 年 3 月 ，解

放 军 开 始 平 息 西 藏 地 方 政 府 上 层

反 动 集 团 发 动 的 武 装 叛 乱 ，山 南 的

叛 匪 也 被 消 灭 了 。 轰 轰 烈 烈 的 民

主 改 革 在 全 西 藏 开 始 了 ，包 括 丹 增

赤 列 在 内 的 百 万 农 奴 翻 身 得 解

放 。 丹 增 赤 列 老 人 一 家 分 得 了 近

20 亩 土 地 和 4 间 房 子 ，还 分 得 了 牲

畜 和 农 具 。 被 叛 匪 逼 得 上 山 东 藏

西 躲 的 阿 乃 也 回 来 和 老 人 团 聚

了。阿乃从泽当镇买回 3 张毛主席

像 贴 在 墙 上 ，并 在 像 上 挂 上 了 哈

达 。 丹 增 赤 列 让 女 儿 扶 着 走 到 毛

主 席 像 前 ，睁 大 眼 睛 想 看 看 毛 主

席 。 但 是 ，他 的 右 眼 什 么 也 看 不

见 ，左 眼 只 能 模 糊 地 看 到 墙 上 贴 着

几 张 纸 。 老 人 难 过 得 泪 水 直 往 下

落 。 老 人 想 让 女 儿 扶 着 去 看 看 党

为 扶 助 翻 身 农 奴 生 产 发 展 无 息 贷

款 给 自 己 家 买 的 两 头 耕 牛 。 可 惜

他 什 么 也 看 不 见 。 他 只 好 用 手 在

牛 身 上 摸 摸 。 老 人 坐 在 毛 主 席 像

前 ，心 里 很 不 平 静 ，他 想 ：共 产 党 、

毛 主 席 解 放 了 我 们 农 奴 ，带 来 了 光

明 ，给 了 我 们 土 地 ，今 天 又 给 了 我

两 头 耕 牛 ，真 是 时 刻 在 关 心 着 我 们

农 奴 啊 ！ 毛 主 席 ，要 是 能 让 我 看 看

您 ，让 我 看 看 您 老 人 家 给 我 的 土 地

和 耕 牛 ，看 看光明幸福的新生活，那

该多么好啊！

这年的 5 月 15 日夜里，丹增赤列

从 楼 上 摔 下 来 ，头 部 和 胸 部 都 受 了

伤，那只模糊的左眼也完全失明了。

区人民医院巡回医疗队知道了丹增

赤列老人摔伤的消息，立即派出李岷

元医生去给老人治伤。李岷元同时

也是眼科医生，他在给老人治疗摔伤

的头部和胸部时，听女儿阿乃讲述了

老人的悲惨经历和热切的愿望。李

岷元仔细地检查了老人的双眼后，对

老人说：老人家，你的眼睛只要动动

手术，可以治好，能看见东西。老人

一听自己的眼睛可以治好，能重新看

见东西，忙问什么时候给他治疗？医

生说：“先休息一两个月，等头上和胸

部的伤好了以后，一定想办法把你送

到医院治疗。”6月 25日上午，丹增赤列

被送进了山南专区人民医院的手术

室，李岷元医生认真仔细地给老人进

行了手术。7 月 4 日，在山南专区人民

医院外科病房里，眼科医生李岷元拿

起手术器械为丹增赤列老人拆掉了眼

睛上的缝线。老人慢慢地睁开眼睛，

久违的亮光透进眼眶。李岷元医生拿

着一幅毛主席像对他说：“老人家，你

的面前是你一直想看看的毛主席的

像，能看见吗？”老人激动地说：“毛主

席!我看见了，真的看见您了！谢谢您，

谢谢您，毛主席！”

（本故事文字由西藏自治区党委

党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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