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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等设立许可放开！

2019 年版负面清单再缩减 13%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
改革委、 商务部 22 日对外
发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9 年版）》。 2019 年版负
面清单放开“养老机构设立
许可 ”“社会福利机构设置
许可 ”等措施 ，共列入事项
131 项，相比 2018 年版负面
清单减少事项 20 项， 缩减
比例为 13%。

2018 年底 ， 我国发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8
年版）》，标志我国全面实施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
面清单以外的行业、 领域、
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
依法平等进入。 2018 年版负
面清单共 151 个事项，其中
禁止准入类事项 4 项，许可
准入类事项 147 项。

2019 年版负面清单中，
禁止准入类事项共 5 项，新
增了 “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建
设要求的各类开发活动”事
项。这是为了更好管控主体功
能区各类开发活动，经报国务
院批准后列入。许可准入类事
项共 126项， 涉及 18个国民
经济行业事项 105 项，《政府
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事项
10项，《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
许可目录》事项 7 项，信用监
管等其他事项 4项。

据介绍，2019 年版负面
清单将“地方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产

业准入负面清单（或禁止限
制目录）”纳入，并取消各地
区自行编制发布的市场准

入类负面清单 23 个； 及时
纳入新设立的准入措施，实

现全面覆盖；将“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资质审批 ”“职业技
能考核鉴定机构设立审批”
等措施放开，进一步放宽市
场准入，移出部分不符合清
单定位的措施；公布清单措
施主管部门，完成清单事项
统一编码， 为实现清单事项
“一目了然、一网通办”奠定
基础。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说，2019 年版负面清单
在延续 2018 年版负面清单
主要框架结构不变的基础

上，进一步缩短了清单长度、
减少了管理措施、 公布了主
管部门、明确了统一编码，以
清单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体系不断健

全， 更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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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练地概括了国家价值目标、社
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

表达。 习近平同志指出：“核心
价值观， 承载着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
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

标准。 ”我们要把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

魂聚气 、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
程， 占领文化精神制高点，开
创文化强国新局面，守住中华
民族文化之根，铸就当代中国
精神之魂，不断夯实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提高思想认识，深刻理解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全
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体现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历史要求，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提升民族精神境界。 习近
平同志指出：“国无德不兴，人
无德不立。 ”“只要中华民族一
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

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
充满希望。 ”克服道德失范、诚
信缺失等不良社会现象，必须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价值标尺和精神纽带，深入
发掘传统文化讲仁爱 、 重民
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
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努力实现
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把跨越时空、超

越国度 、富有永恒魅力 、具有
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

来，引导全社会始终追求美好
崇高的道德境界，培育气正德
馨、文明和谐的精神家园。

提升文化软实力。 核心价
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培
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是文化

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国际国内
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

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

越是多元多样多变，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方面的重要性就越突

出。 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统领，把继承优秀传统
文化 、弘扬时代精神 、立足本
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

化创新成果推广开来、传播出
去，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
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占领价
值观念制高点， 增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 凝聚力
和感召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增
进最大共识度、 形成最大凝聚
力， 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切实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凝聚改革发展力量 。 当
前， 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
改革攻坚期、 矛盾凸显期，全
面深化改革要求高、 难度大、
任务重。 必须牢牢掌握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法宝，巩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

地位，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 ，以 “三
个倡导”价值内涵和中国梦宏
伟目标引领全社会的价值追

求与实践指向。 凝魂聚气，坚
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理想

信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最大限度激发团
结奋斗的壮志与豪情、激发攻
坚克难的勇气与定力、激发改
革发展的动力与韧劲，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磅礴力量。
抓好教育引导， 增进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 必须坚持文以载
道 、以文化人 ，在全社会深入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教育，
有力引领社会思潮，不断增进
思想认同 、价值认同 、情感认
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坚
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使其贯穿于基础教育、职业技
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
各阶段，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各
级各类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全覆盖 。 从娃娃抓
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 、发
芽。 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化认知
认同 、内化精神追求 ，自觉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宣传

教育网络。 建立健全宣传教育
网络，时刻保持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宣传力度与热度。 着
力抓好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组织领导和示范引领。
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

骨干研修和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工程，不断提升广大知
识分子践行 、阐释 、传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领。 大力
推进博物馆、文化馆、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以及青少年活动中心

建设， 通过提升文化宣传水平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效果。 深入挖掘优秀精神的
文化禀赋和时代内涵， 全景展
现模范人物的崇高品质与奉献

精神，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价值追求与文化魅力深深植

入广大人民群众心中。
贯穿于法治理念和法治建

设。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精神要义和具体要求融入立法

精神、融入法治实践，建立充分
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

章制度和行为准则， 避免实践
导向与价值导向出现“两层皮”
“对台戏”。 突出价值引导和行
为约束， 让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行为受到鼓励、 违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

到制约， 使法治建设真正成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推进器与压舱石。
提升践行水平，增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

实践决定价值观的形成和

发展。 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长成参天大树、 汇成浩瀚海
洋，必须固其根本、浚其泉源，
夯实实践基础，提升践行水平。

开展实践活动，引领社会
风尚。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种
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
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
中感知它、领悟它。 要积极利
用“党委书记讲党课”和“践行

核心价值观 ， 学雷锋志愿服
务 ”等平台 ，深入持久开展形
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使广
大干部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传播者，
形成 “聚民力 、修品德 、正社
风”的良好社会风尚。

落细落小落实，严格践行
标准。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必须着力在落细、
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面对不
同社会群体多元多样的利益

诉求、 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要坚持分类指导、 精耕细作；
注重“致广大而尽精微”，力求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基层、融入日常、融入细节。 既
注重以榜样的力量感召带动

群众，也注重以身边的好人好
事感动滋养人们的精神家园。
努力防止和坚决纠正坐而论

道、 凌空蹈虚等不良倾向，坚
持知行合一 、表里如一 、始终
如一， 于细微之处见精神，于
实践之中成境界。

坚持从我做起，增强行动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我们每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文
明和谐的社会环境需要大家共

同用心营造、倾力维护。 只有人
人都成为积极活跃的建设主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获得

最富营养的培育沃土。 要坚持
“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念，从我
做起、从身边事做起，将点滴尚
善之水汇聚成道德洪流，使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

会的行动自觉。

11 月 22 日，游客在西湖曲院风荷景区观光。
初冬时节，杭州西湖披上彩装，显出“晴西湖”“雨西

湖”之外的另一番美景。 新华社记者 翁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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