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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启合成我国开启合成
生物学研究新时代生物学研究新时代

1965年，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

次人工合成出与天然分子化学结构相

同、有完整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

晶牛胰岛素，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

的时代。5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科学

家在最新一期国际科学期刊《自然》上

发表论文，宣布首次人工创造出有生

命活性的单染色体真核细胞，开启了

合成生物学研究的新时代。图为在中

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所

内，覃重军（右）与团队成员邵洋洋在

实验室内研究交流。

新华社记者 丁 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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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对失信主体加强信用监管的通知》，

列出了加强失信监管的诸多重要内容

标本兼治 联合惩戒走向精准有序

□ 本报记者 王砾尧

近日，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

发布《关于对失信主体加强信用监管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列出了加强失信监

管的诸多重要内容，包括督促失信主体限期

整改、规范开展失信提示和警示约谈、有序

推动失信信息社会公示、加强失信信息广泛

共享、追溯失信单位负责人责任、建立失信

主体提交信用报告制度等重要内容，文件自发

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当前，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失信现象比

较普遍，且高发频发态势未能得到根本性遏

制，严重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构建以

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关键在加

强对失信主体的信用监管。

《通知》指出，一方面要促使失信主体加

快整改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修复自身

信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失信成本，引导各类主

体依法诚信经营，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通

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加快化解存量失信行为

的社会影响，建立防范和减少增量失信行为

发生的长效机制，实现标本兼治，全面增强市

场监管能力，增进各类主体诚信意识，提升

全社会诚信水平。需要明确的是，《通知》所

指的失信主体，包括经各地区、各部门(单位)

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按

标准和程序认定并归集至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的各类黑名单、重点关注名单主体。

推动信用信息公示
加强失信信息广泛共享

建立健全失信信息公示制度。充分运用

“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门户网站等渠道，依法

依规向社会公开各类主体失信信息。应公开

的失信信息包括行政处罚、执法检查、黑名

单，以及司法判决和强制执行等负面记录，重

点关注名单可选择性公开。其中，行政处罚

信息应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通过政府网站公开，并及时归集至“信用中

国”网站。对公开的失信信息，应明确公开期

限。对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

息，发布前应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

完善失信信息共享制度。以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基础，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和地方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

整合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失信信息，记

于同一主体名下，建立完整的主体信用档

案。国家和地方各级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要

将归集整合后的信用信息与各级政府部门

和参与联合惩戒的实施单位充分共享，为

跨地区、跨部门协同监管、联合惩戒提供支

撑。加强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保护，保障信

息主体合法权益。

督促失信主体限期整改
约谈追责强化联合惩戒

《通知》明确，建立失信行为限期整改制

度。对可通过履行相关义务纠正失信行为、

消除不良影响的失信主体，认定部门(单位)

应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整改期限与失信信

息原则上要向社会公示，确因特殊原因不能

公示的，要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

共享。认定部门(单位)可结合实际以适当方

式督促失信主体在规定期限内整改。整改

到位后，失信主体可提请认定部门(单位)确

认；整改不到位的，认定部门(单位)应启动提

示或警示约谈程序。

建立失信提示、警示约谈制度。按照

“谁认定、谁约谈”的原则，由相关部门对在

规定期限内整改不到位的重点关注名单主

体主要负责人进行一次提示性约谈，对在规

定期限内整改不到位的黑名单主体主要负

责人进行一次警示性约谈，约谈提纲由省级

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约谈记录(包括拒绝约

谈或不配合约谈等情形)记入失信主体信用

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健全失信信息

定向推送制度。各

省级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牵头单位要将

失信主体相关信息，

按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分别推送给相关实施

单位，按地区分别推送给地方政府相关部

门。对依法不能公开的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通报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其相关主管部门依

法依纪处理。

完善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各省级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参考国家有关部门

签署的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制定区

域性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清单，推动相关部

门将查询信用信息、限制约束失信主体嵌

入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的工作流程。国家

和地方各级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要依托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开发失信联合惩戒子系统，

实现失信联合惩戒发起—响应—反馈的自

动化，及时归集上报失信联合惩戒案例。在

认真落实各项行政性惩戒措施的同时，要依

法依规将失信信息与行业协会商会、信用服

务机构、金融机构、新闻媒体等充分共享，推

动市场性、行业性、社会性惩戒措施落实落

地，加快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

惩戒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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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拯

“上半年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

“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工作”。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

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既回答了

当前中国经济“怎么看”的认识论问题，也解决了下

半年中国经济“怎么干”的方法论问题。

看待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情况，首先要看宏观经

济的基本面。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8%，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三个月低于 5%，居民消费价格

CPI上涨2%，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2%……经济增速、就业情况、物价指数、工业利润

等主要宏观调控指标处在合理区间。数据自己会说

话。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强、后劲足，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在持续。

透过基本面往深层看，可以发现经济结构持续

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实效。首先是从“有没

有”向“好不好”的转变。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继续提高，达到54.3%，凸显了我国经济增

长主导力量正在由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变。同

时，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5%，

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

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内需支撑，经济结构优

化升级、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其次是从“旧动能”向“新动能”的转变。5年多

来，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各类市场主体数量

增加近 80%，目前已超过 1 亿户，新兴产业迅猛成

长，传统产业加快升级。代表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和

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相关产业增长较快，比如工业领

域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增加值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增速。同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不断催生新业态，激发经济增长新的可能性。

新动能、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成为中国经济保持韧性的重要因素。

再次是从“积累量”向“提升质”的转变。量积累

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这是经济发展的规

律使然。上半年，万元GDP的能耗同比下降3.2%，

单位产出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清洁能源消费在整

个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5个百分

点，绿色发展不断落地生根；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长快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投资有回报、产品

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

有改善”，高质量发展大潮起势，不仅提高了全要素

生产率，更增强了中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总起来看，基本面长期向好，决定了中国经济航

船不可能出现大的颠簸；在宏观经济总体平稳的前

提下，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转变，就能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不可否认，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

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但这些

变化不足以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阻

挡不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有党中央坚强领

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有改革开放40年发展积累

的坚实基础、丰富经验，有广阔的国内市场、经济发

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我们有能力战胜各种风

险挑战。

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更加成熟、稳健，

不为外界干扰因素所困，不为各种杂音所惑。下半

年只要我们抓住主要矛盾，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尽心

尽责把各项工作做好，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

位，就一定能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长期

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中 国 经 济 持 续
释放“正向预期”

□ 郑钧天

自2018年伊始，上海启动的全市“大调

研”迄今已过半年。“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上

海基层不断涌现出社会治理的新点子、好办

法，同时也促进了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

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大调研”收

集的问题中，社会管理类占比过半。以上海

市虹口区为例，截至7月底，虹口区收集的

问题中数量居前社会管理类占69%，主要包

括提高小区物业管理水平、老公房加装电

梯、加强社区养老服务、完善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等。

“小小区”合并解决物业管理难题，是欧

阳路街道在“问计于群众、问策在基层”的经

典案例。

欧阳路街道干部们在多次走访居民以

及三个小区所在的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

会，大量咨询了他们的意见后，发现物业管

理跟不上的主要瓶颈在于：三个相邻的小区

有共用的设施、共通的道路，但物业服务却

由两家物业公司提供，实际管理中存在职责

划分不清、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把小区并掉，这是个‘金点子’。”在该街

道居住了10余年的郭大爷告诉新华社记

者，三个小区合并后，物业管理水平大幅提

升、公共设施维护也得到了有效保障。

“不走到基层一线，很难找到解决问题

的好办法。大调研给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

要走到群众中间，发现真问题。”欧阳路街道

办事处主任许勤说。

带来工作流程再造

始终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大调研”中各级部门均开始转变作风，

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执政理念的转变

也带来了社区工作的流程再造，激发了基层

共治活力。

有近百年历史的“益丰里”是一条旧式

里弄，居民对改善居住环境的要求尤为迫

切。以“大调研”为契机，一些小区形成了社

区规划师、物业、楼组、居民代表和区域化共

建单位组成的“专家问诊团”，专对小区内的

疑难杂症问诊把脉。提出议题、改造建议、

方案形成、实施更新、后期维护等每个弄堂

的微更新环节，都由居民积极参与，形成了

“3+1”模式，即居民自治议事、政府搭建平

台、专业团队介入+社区资源扶持。

微更新后，修葺一新的雨棚、富有民俗风

情的墙面涂鸦和整齐划一的空间收纳……

“益丰里”不仅保留了上海里弄文化的缩影，

更美化提升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促进党员干部转作风提能力

垃圾分类怎样落到实处？小区停车难

如何解？……上海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

还有很多。“社区的事，你来谈、我来议、专家

助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来自三联居委

会的何老伯说，“大调研，倾听社区居民的

‘急、难、愁、盼’，用公共议题凝聚居民共识，

用社区实事可提升居民自治活力。”

“坐在办公室里都是问题，走下去就都

是办法”“不要人家一开口，就说不合理、做

不到”……这些理念逐渐成为大调研中上海

基层党员干部的共识。

多位上海机关干部表示，以前存在思想

误区，认为“问计于民”影响工作效率和政府

权威，习惯在办公室“憋思路”“凑点子”。“大

调研”成为转作风、提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

实践增强了服务群众的能力。

“不走到基层一线，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上海年初启动全市“大调研”，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基层社会治理新点子、好办法不断涌现

“鸡毛换糖”起步
在改革开放中转型“全球电商”2版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浙江、广东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巡礼（上篇）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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