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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 教育
部组织翻译的《习近平总书记教育
重要论述讲义》法文、俄文、西班牙
文、阿拉伯文版，已由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

行。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

义》中文版于 2020 年出版，全面系统
深入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该书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阿拉伯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版，对
于海外读者了解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
发展的时代背景、丰富内容，传递中国
教育声音、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具有重
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7日上午在京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和国家对民
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
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新时
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
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
身手正当其时。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
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
共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丁薛祥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任正非、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传福、新希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永好、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虞仁荣、杭州宇树科技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兴兴、小米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雷军等 6位民营企业
负责人代表先后发言，就新形势下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他表示，民营企业是伴随改革开
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的。几十年来，
关于对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与时俱
进的。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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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保证各种所有
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
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
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健康成长。

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民营经济已
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推
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备坚实基础。
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社会生产力将不断
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将稳步提高，改革开
放将进一步全面深化，特别是教育科技
事业快速发展，人才队伍和劳动力资源

数量庞大、素质优良，产业体系和基础设
施体系配套完善，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
模市场潜力巨大，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
很多新的机遇、提供更大发展空间。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显著优
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将为
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保障。

习近平强调，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
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总体上是在改革
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是局
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
的，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
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
策部署上来，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
看到光明、看到未来，保持发展定力、增强

发展信心，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
习近平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凡是党中央定
了的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打折扣。要坚决
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
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
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
放，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
账款问题。要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
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切实依法
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
同时要认识到，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违法行为，都不能
规避查处。要认真落实各项纾困政策，提
高政策精准度，注重综合施策，对企业一

视同仁。要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立足实际，统筹抓好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落实。

习近平强调，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
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广大民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家要满怀创业和报国激情，不
断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富而思
源、富而思进，弘扬企业家精神，专心致志
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
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守主
业、做强实业，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
式，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
力，努力为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
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
生等多作贡献。 （下转第3版）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前 景 广 阔 大 有 可 为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李强丁薛祥出席 王沪宁主持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搭建引智引技
平台、加大科技服务力度……2024年，
全市科技系统着力培育创新主体、厚植
创新文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力度，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
转化，全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我市加
快实现“三个努力成为”贡献科技力量。

强支撑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2024年，我市有力有序推动“晋创谷·
临汾”建设，把规划建设“晋创谷·临汾”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打

造全市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标杆。2024年
12月23日，“晋创谷·临汾”揭牌，成为全省
第四家揭牌运营的创新驱动平台。

坚持用好“市长创新奖”，强化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为继续用好“市长创
新奖”，依据相关要求，我市设立“市长创
新奖”项目培育库。2024年 3月，全市 20

个项目荣登入库名单。
我市科技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选择有较好创新基础和发
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对象，开展入企服务、政策宣讲，鼓
励企业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24年
先后分三批组织推荐 67家企业申报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落实奖励政策，扶持发
展高新技术企业，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
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优环境 搭建引智引技平台

2024年，我市科技部门着力营造科
技创新氛围，搭建引智引技平台，优化科
技招商环境。

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引导
领军企业、链主企业、龙头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共建一批技术优势突出、研发能力
强劲的高水平创新平台。（下转第3版）

本报讯（通讯员 张钰婧）近日，古
县举办“冬季行动”重点项目和民生实
事集中展示活动，通过观看版面、听取汇
报、现场交流、晾晒比拼等方式，集中展
示“冬季行动”重点项目工作成果，擂响
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的战鼓，奋力冲
刺一季度“开门红”。

活动现场，该县县处级以上干部、县
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乡镇党政主要负
责人依次观看“冬季行动”重点项目和民
生实事成果展示版面，在比较中寻找差
距、在学习中明确方向。在随后召开的古
县“冬季行动”调度推进会上，传达了我
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冬季行
动”整体进展情况，围绕经济运行、项目
建设、安全生产及非煤矿山大排查大整
治、开发区建设、农业提质增效、城市“双

品质”建设、中镇霍山东麓生态旅游带打
造等“10+2”专项行动进行逐项研究调
度，就工作推进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逐一
分析研判，提出针对性措施，现场协调推
动落实。

此次活动旨在盘点成绩、锻炼干部、
凝聚力量。通过版面集中展示各乡镇、各
部门 2024 年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晒项
目、晾成果，向群众交账，接受群众评议，
比成绩、找差距、学经验、增干劲，用群众
满意度检验工作成效，形成比学赶超浓
厚氛围；在系统回顾2024年工作中总结
经验做法、盘点问题不足，进一步提升干
部综合素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以活动为契机，比谋划、拼实绩，进一
步坚定全县上下“攀高比强、跨越赶超”
的信心和决心。

凝聚科技力量 激发创新动能
——2024年全市科技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郭秀婷

荤素搭配、粗细均衡，科学运动、减
少久坐，规律作息、早睡早起……你做到
了吗？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健康似乎
成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人们在忙碌
中往往忽视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身体发
出警告信号，才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然
而，健康的维护并非一蹴而就，它是由日
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积累而成。

健康，不仅是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
基石，更是家庭幸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
重要保障。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更好地享
受生活、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为城市的发
展贡献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因为工作
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等原因忽视了健康。
加班熬夜、不规律饮食、久坐不动、抽烟
酗酒等不良习惯逐渐成为常态，这不仅
损害了个人健康，也影响了工作效率和
生活质量。因此，我们要摒弃陈规陋习，
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提升健康
素养，做健康生活的同行者。

健康习惯的养成往往始于生活中的
小事。例如，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

的饮食、适量的运动、良好的卫生习惯
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长期坚持
下来，却能产生巨大的效益，不仅能够预
防疾病，还能提高生活质量，增强个人的
幸福感。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牢牢把握城市
“双品质”建设最大逻辑，聚焦打造“15
分钟就医圈”、健康知识普及等各项工
作，不断健全完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满
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三个

“十小事”中“健康十小事”的发布和大力
宣传，更是提高广大市民健康素养水平
的有效举措。

健康无小事，小事成健康。在树好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城市形象、构建健
康临汾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点滴小事做起，
当好参与者、贡献者。

古县举办“冬季行动”重点项目

和 民 生 实 事 集 中 展 示 活 动

乘势而上乘势而上 接续开展接续开展““冬季行动冬季行动””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李林蔚 李羿玫

扎实开展扎实开展““最初中国最初中国··文明临汾文明临汾””十大专项行动十大专项行动

健康十小事健康十小事 共筑健康临汾共筑健康临汾

2 月 14 日，在市政务服务中

心，“帮办代办”窗口工作人员在

为群众办理业务。近年来，该中

心通过强化服务功能，提升办事

体验，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公共服

务优化和行政效能提升带来的

便利。

本报记者 闫锐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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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
自2023年4月3日开通以来，不断深化工
作举措，持续加大对破坏营商环境行为及
问题线索的接办力度，及时有效处理涉及
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和非法违法采矿等重
点领域的投诉举报，为维护企业发展、解决
群众诉求提供直通渠道和坚实保障，赢得
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真正发挥了专线的
监督作用。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专线积极反

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一起“爱临汾·赢未来”。

受理范围：
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

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
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
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

（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
项，但不予受理的；

（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
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

（三）未按规定时限、承诺时限要求
办理的；

（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
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

（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
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

（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

群众谋取私利的；
（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

业和群众利益的；
（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

信息的；
（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

恐吓、打击报复的；
（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
受理方式：
投 诉 举 报 监 督 专 线 电 话 0357-

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
周一至周日 8:00—18:00；其他时间的投
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受理范围及受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