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5日 星期三

责编/版式 任化静时 评06

1974 年 5 月 31 日，周恩来总理与

拉扎克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签

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国和马来西

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马来西亚在东

盟国家中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书写了中马关系发展的历史新篇，也

开启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新纪

元。建交半个世纪以来，中马坚持相

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无论国

际形势如何变幻，中马始终是坦诚互

信、守望相助的好朋友、真朋友。

五十载携手同行，中马关系日臻

成熟。高层引领是中马关系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根本保障。在冷战阴云密布

的年代，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用睿智的

眼光共同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让

中马这两个友好邻邦走到了一起，成

为本地区友好合作的先行者和典范。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马来西

亚，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2023 年，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两

度访华，同习近平主席就共建中马命

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

马关系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

五十载春华秋实，合作共赢硕果

累累。务实合作是中马关系提质升级

的持久动力。截至 2023 年，中国连续

15 年成为马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

一大进口来源国。由中国和马来西亚

共建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和马中关丹

产业园区蓬勃发展，开辟了“两国双

园”的国际合作新模式。由中企承建

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也在如火如荼

建设中，建成后，马东铁将为马东西海

岸架起“陆上桥梁”。当前中国正加快

高质量发展，马来西亚也在发展新兴

产业，双方将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

新能源等新兴领域进一步拉紧合作纽

带，做大共赢蛋糕。

五十载以心相交，人文纽带更加

紧密。中国已经成为马来西亚主要留

学生来源国，去中国留学的马来西亚

学 生 也 越 来 越 多 。“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展”“中马职业教育展”等交流活动深

受学生和院校欢迎。厦门大学马来西

亚分校成为马来西亚以及多国学生的

热门选择，迄今已经培养了超 4800 名

毕业生。2023 年 12 月 1 日，中马两国

开始实施对对方公民的免签入境政

策，马来西亚成为更多中国游客的首

选目的地之一，马来西亚朋友也可以

对中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中

马之间航班不断增加、人员往来更加

便捷、各项交流日益频繁，人民相知相

亲让友谊代代相传。

半个世纪风雨洗礼，中马照顾彼

此关切，巩固世代友好，坚定支持彼

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支

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放眼整个东盟，面对日益复杂多

变的国际环境，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

东盟国家坚持“不选边站”，中国则始

终提倡“合作包容”。中国和东盟理

念相通、互相成就，在复杂的地缘政

治环境下，坚定排除外来势力干扰，

维 护 和 平 与 发 展 的 大 环 境 ，以 共 同

的“亚洲智慧”书写了令人瞩目的发

展奇迹。

中马同属亚洲文明，都是经济全

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受益者、贡献者、

维护者。中马有责任一道弘扬亚洲文

明，坚持战略自主，坚守东亚合作初

心，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坚决抵制冷

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合力建设好共同

家 园 。 2024 年 是 中 马 建 交 50 周 年

暨“中马友好年”，马来西亚将接任中

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中马关系发展

面临新的重要契机。面向未来，人们

有理由相信，双方将继续深化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以庆祝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以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为指引，打造双边关系更辉煌的下一

个 50 年。

在 5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青海专场上，相关负责人回答

记者提问时介绍道，民营经济贡献了

青海省 40%的经济总量和 80%的城镇

劳动就业，已成为推动现代化新青海

建设的重要力量。

往大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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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发展看，民

营经济促进地方就业、支撑地方发展，

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必须深刻认识民营经济对青海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培育更优更好

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沃

土，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不断激发民

营经济活力，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行稳致远。

今年年初，青海省人民政府出台

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4 月中旬，青海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共话民营经济发展”为主题，举办首

期青海民营经济茶座，还开展了“民

营经济政策宣传月”活动等，这一系

列政策举措提升了民营企业获得感，

大力提振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我

们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不断完善落

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各要

素协同发力、组合式支持，从政策和

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携手助企谋发展。

“十四五”以来，青海民营经济经

营主体年均增长 6.7%，目前达到 53.8

万户。如何服务好这些企业？青海通

过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助企暖

企春风行动”、打造移动端“青松办”

App、建立“青海省小微企业信用融资

服务平台”等，不断提升服务效能。今

后还要继续当好企业的“娘家人”，主

动服务、靠前服务、跟踪服务，以更大

力度、更实举措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排忧解难。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要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及时总

结提炼营商环境建设中形成的好做

法、好经验，将实践成果转化为法规制

度成果，为经营主体提供充分的法规

制度供给，努力打造有力度有温度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

当前，青海正聚力打造产业“四

地”，绿色算力产业发展的氛围也越来

越浓。要顺势而为、因势而谋，在发展

特色产业的同时，把发展以绿色算力

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作为重要着力

点，鼓励和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参与重

点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广泛参与重大

科技攻关，合理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通过自主创新、深

度合作、优势互补等，带动产业链上大

中小企业共同发展，不断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历史必

然，也是时代要求。虽然青海的民营

经济发展与内地沿海地区相比，在经

济总量和规模上都不算大，我们仍然

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

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问题为导

向，有效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障

碍，助推民营经济发展在高质量发展

道路上越走越实、越走越宽。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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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服务“一张网”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5 月 31 日，国家政

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5 周 年 。 全 国 政 务 服

务“一张网”让信息多

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极大提高了办事便捷

度。在越来越多的“关

键小事”都能在线速办

的同时，仍有群众在为

切身利益向职能部门

求 助 中 ，遇 到 工 作 人

员“只微笑不办事 ”，

态度积极、行动消极，

解决问题“在跑步机上

前进”。

当 前 ，全 党 正 在

开 展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重申

并完善了“对涉及群众

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

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

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

及时解决，庸懒无为、效率低下，造

成不良影响”“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

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不作为、乱

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损害群众利

益行为”等的处分内容。

开 门“ 笑 ”、办 事“ 拖 ”、问

题“ 推 ”、开 会“ 忙 ”成 为 少 数 干 部

的“工作经”，这类“只微笑不办事”

的新形式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庸懒无

为。这样的“作秀”，让群众受了累、

冷了心。

托幼、养老、办证、物业……这

些事牵动民生。在涉及百姓切身利

益问题时，职能部门近年来“门难

进 、脸 难 看 、话 难 听 ”的 作 派 少

了，“打太极”“拖字诀”“踢皮球”的

魅影仍不时显现。尤其需要协调才

能解决的问题，少数干部接待群众

笑容满面，承诺信誓旦旦，干起事却

拖拖拉拉。

“只微笑不办事”的“面纱”下，

还是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在作祟。

他们往往把规章制度、服务承诺“写

在纸上、挂在墙上、喊在嘴上”，但就

是没有体现在行动上。群众观念一

旦 出 了 偏 差 ，工 作 能 力 难 以 提

升，“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也成了一句空话。

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不但要

脸上有笑容，更要抓紧办实事。改

革进程中，越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越是锤炼干部综合素质、提升攻

坚克难能力的“磨刀石”。广大党员

干部要拿出更加有效的举措，在工

作中善接烫手的山芋，敢啃最硬的

骨头，切实维护群众的合理诉求和

合法权益。

干得好不好，民心是杆秤。出

现在群众脸上的笑容，就是对工作

实绩最好的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