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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场民营企业座谈会，引发广泛关注。
2月17日上午10时，伴着热烈的掌声，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同来自各行各业的民营企业负责人
面对面座谈。

2018年11月，也是在这个会场，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
业座谈会，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
论，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强调“三个没有变”，给广大
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指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方向。

新发展、新机遇，也有新挑战。
如今，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

分量，不少新亮点可圈可点：民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92%以
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有42万多家，占比超92%；
在出口强劲的“新三样”中，民营企业贡献超过一半；世界500
强中，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2018年的28家增加到34家。

座谈会现场，洋溢着坦诚而热烈的氛围。
任正非、王传福、刘永好、虞仁荣、王兴兴、雷军等6位来自

不同领域行业的民营企业负责人代表先后发言，汇报成绩、分
析形势、展望未来、提出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凝神细听。

他们中，有历经改革开放大潮洗礼的老一代民营企业
家代表，也有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代
表；有在传统产业长期深耕的，也有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异
军突起的，还有在人形机器人、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崭
露头角的民营企业负责人。

这次座谈会是党中央召开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来
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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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传递出一以贯之
的明确信号。

习近平总书记开门见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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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企业是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的。
冲开桎梏闯新路，一路风雨一路歌。在改革开放之初

走上地方领导岗位的习近平同志，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
艰辛历程有着深切体会。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感慨：“民
营企业成长在中国希望的田野上。开始是一片荒芜的田
野，在夹缝中求生存。中国走出了一条民营企业发展的道
路，何其艰难！这也恰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筚
路蓝缕开出的一条路。”

长期在民营经济发达省份工作的经历，积淀了对民营

企业发展的深刻认识。
“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也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

的地方干过来的。”一路走来，习近平同志一直十分重视支
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关心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

在河北正定，给万元户发过“率先致富奖”；在福建，7次到
民营经济非常活跃的晋江调研，总结推广“晋江经验”；在浙
江，10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在上海，到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调研，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到中央
工作以后，一直推动民营企业发展，考察了不少民营企业。

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
十届三中全会等中央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会议
上阐明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此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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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环境变化的风浪中勇敢搏击，向着高质量发展
转型涅槃重生，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在大变局时代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缩影。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有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冲击；有外部环境变化
带来的困境；有一些企业存在盲目多元发展、自身经营管理
不善等问题；也有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有待加力的问题……

对当前的困难和挑战怎么看？怎么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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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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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锐把握时与势，深刻洞察危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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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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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14亿多人口的
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巨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
面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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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说。

座谈会上，针对当前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做了深入剖析，为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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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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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策千万条，落实第一条。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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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恒心办恒业。
不为困难所惧、不为干扰所惑，苦练内功、改革创新，以

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是于危机
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辩证法，更是以实干成就未来
的实践论。

“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寄予厚望，勉
励大家勇担时代重任，敢作敢为、善作善成。

“弘扬企业家精神，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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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总书记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意味深长地谈道：
“我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时，就很认同当地一些民营企业

立足实业、聚焦主业、不断做大做强的做法。这两个地方的
服装鞋帽企业比较多，现在有的已经引领国际潮流了，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几十年心无旁骛，一以贯之做这一行，从开始
的来料加工到创立自己的品牌，现在成长为世界知名企业。”

时代变革的大潮中，只有经受住市场和时间的检验和锤
炼，方能勇立潮头、永立潮头，真正成为“百年老店、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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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寄语，让在场民营企业负责人深
感温暖、深受鼓舞。座谈会结束时，总书记来到民营企业负
责人代表中间，同大家一一握手。

会场里发出会心的笑声，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乘着新时代新征程的春风，民营经济必将迈向更加广

阔的天地。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朱基钗 韩洁）

“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侧记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引发各界强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
彻落实，统筹抓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落实，激发企
业发展内生动力，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总书记像拉家常一样同我们谈形势、讲政策、谋对策，
很接地气，令人倍感亲切、深受鼓舞。”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南存辉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民营企
业应对困难和挑战指明了方向，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民营
企业攻坚克难的斗志，推动民营企业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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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我
们要倍加珍惜党和国家的关心与厚爱，在复杂局面下不畏
难、更不躺平。”新希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表
示，将继续当好老农人，培育好新农人，把猪养好、把农业干
好，通过产业链发展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让农民挑上农
业现代化的“金扁担”。

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对习近平总书记

提到的“要满怀创业和报国激情”感受深刻。“这是总书记同
我们心与心的交流。”徐冠巨说，企业依托近40年积累的化
学化工产业优势，不断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服务新产业、发
展新产业，未来要继续发扬企业家精神，将创业激情对准国
家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全面推动创新，勇攀科技高峰。

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我国中小企业中90%
以上是民营企业，其中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60万户。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雷军表示，当前形势下，
发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服务民生等领域作用意义重大，
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发力高端突破，把AI等前沿技术
应用到终端产品上，让消费者体验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让
中国产品具备更强国际竞争力。

作为我国铸造领域龙头企业，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来在3D打印技术领域走出了一条新路。公司董事长
彭凡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
式”深有感触。他表示：“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依靠科技
创新抢抓机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争做世界一流的高端装
备零部件配套提供商，为推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转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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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单忠德表示，工信部

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服务和管理并重、发展和帮扶并举，
着力推进生态赋能、创新赋能、数字赋能、人才赋能、服务赋
能，引导广大中小企业坚定信心、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诚信
经营，以高质量服务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6
年重点累计支持5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
发展，完成100个城市4万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总工程师刘敏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市场监管部门做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工作指明了方向。市场监管部门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加大涉企
乱收费整治力度；严格规范涉企监管执法，实现对民营企业

“无事不扰”；着力提升质量基础设施效能，加快提升质量检
验检测能力。以高质量的市场监管，切实增强民营企业发
展信心，激发民营经济生机活力。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将有力凝聚起全社会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的共识，推动各方面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形成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合力，为民营企业创造稳定可预期的
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的强大动力。”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说。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谢希瑶 严赋憬）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
景广阔、大有可为”。在日前召开的民
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深入分
析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深切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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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
一贯方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是
长久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
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进步，一
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始终坚持“两个毫
不动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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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创造了良好条件、开辟了广阔空
间。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已经展开
壮美画卷、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我
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我们
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
上新台阶。

看发展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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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坚实基础。从规模数量来看，全国登
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超过5500万户，
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在92%
以上。从创新能力来看，民营经济贡
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成为
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从国产
AI大模型赋能产业链，到人形机器人
惊艳全球，都印证着民营经济规模实
力、创新水平、市场竞争力的大幅提
升。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
军，民营企业必将在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所
长、蓄势扬帆。

看发展舞台，我国民营经济发展
正迎来新的机遇、更大发展空间。就
拿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来说，
随着“两新”政策加力扩围实施，进一
步激发“有潜力的消费”“有效益的投
资”，拉动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家
电、零售等行业快速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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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蕴藏着巨大
的发展潜能。用足用好人才队伍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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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势，
抓住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机遇，民
营经济就能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看发展保障，2023 年出台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意见》涵盖了持续优化民营经
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
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
等方面。去年以来，从完善民营企业
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
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到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再到加快
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各
项改革举措正在落地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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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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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论断，把握我国发展大势，科学研判形势，为民营经济发展
注入了信心和力量。机遇总是和挑战同生并存，决定未来前景的
是看待困难的眼光、解决困难的决心、应对困难的办法。在风雨
洗礼中壮大，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团结一心。只要把思想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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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创新、鼓足干劲，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
化为发展实绩，就一定能共同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更是干
事创业的时代舞台。现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十分有
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
其时！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刊载于2月2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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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企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徐壮 施
雨岑）“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19日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4年中国考古
新发现”上揭晓。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
代遗址、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甘
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陕西宝
鸡市周原遗址、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
一号墓、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
等6个项目入选。

专家介绍，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是目前
东北亚地区已发现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
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旷野遗址，拥有中国长
白山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年代最早、最清晰
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序列。

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我国万年文化史
的重要实证，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
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新材料。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 5000
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
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
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

周原遗址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群的发
现，为判断周原遗址为灭商前周人都邑提供
了关键证据。

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
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高等级大型
墓葬，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
以及楚国东迁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系统性
的考古资料。

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可为研究
600余年间景德镇瓷业面貌、聚落扩展、城市
结构与管理、人群组成和信仰、原料开采与加
工运输、景德镇市内手工业分工与形态的变
化、御窑和民窑的关系、市场需求对景德镇产
品的影响等内容提供第一手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4 年
中国考古新发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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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2月19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了六项“2024年中
国考古新发现”，安徽淮南市武王墩一号墓入选。

武汉音乐学院原副院长、“中华礼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研究项目负责人李幼平教授受央视邀请，曾于去年5月19日
前往武王墩墓考古现场，向全国观众解读此次考古中发现的
音乐文物。2月19日下午，李幼平教授在武昌家中接受长江
日报记者采访，指出武王墩一号墓作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的
陵墓，其出土的乐舞俑和鼓瑟笙等乐器组合，生动展现了楚国
礼乐文化的特色与演变。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楚国贵族丧葬
礼制的复杂性，还反映了战国晚期大型编钟的地位被丝竹乐
器取代，显示出楚国礼乐文化从庄重肃穆的青铜礼乐向更富
表现力的丝竹乐转型的趋势，以及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

乐舞俑和瑟竽笙乐器同处一室
反映楚国贵族对礼仪秩序的追求

乐器类文物是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大宗之一，包括两套
23件铜编钟，一套20件石编磬，不少于50件（套）的瑟和至少5
种类型的鼓，不少于10件（套）的竽笙。包括乐器、乐舞俑像
和文字文献等三类近百件，其中乐器有钟、磬、鼓、瑟、竽、笙
等，至少涵盖了先秦八音乐器的金、石、丝、革、匏等五个种类。

李幼平强调，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这一时期中原贵族
大墓以金石钟磬为核心，很少见到丝竹乐器，而楚国地域范
围哪怕是小墓，可以没有金石钟磬，但常常会有几件丝竹乐
器，如鼓、瑟、竽、笙等，这表明在楚文化覆盖的长江流域很大
一片区域，它的礼乐文化重视民间情感的表达，因为丝竹乐
器可反映个人情感，钟磬乐音往往是国家礼制的表达。

他介绍，墓中西侧室发现 280 件木俑，与漆木模型车、
瑟、竽、笙等乐器共出。众多乐舞俑像，他们是乐器的演奏
者、舞蹈的表演者，一些歌舞俑涂了胭脂，色彩鲜艳。这些木

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好，属楚墓中首次发现，其功能是
对墓主生前仪仗队伍与乐舞场景的明器化呈现。所发现的
木俑与乐器的组合，反映了楚国贵族对礼仪秩序的追求；歌
舞俑与瑟、竽的组合，则再现了宫廷宴飨或祭祀中的乐舞表
演。这种对生前场景的复刻，是楚国丧葬礼制中“事死如事
生”观念的体现。

乐器器物包含三晋、秦、草原等文化元素
表明楚国礼乐文化并非孤立发展

“发现北椁室墨书文字明确标注有‘乐府’二字，椁室内
对应放置的就是乐器，这说明在战国后期的楚国已经有了乐
舞管理机构。然而遗憾的是，北椁室是被盗最严重的墓室，
不然可以看到更多楚国乐器和音乐文献。好在墓中出土了
不少文字史料，目前还在研读研究之中，后续可能会有重要
发现的！”

李幼平说，此前所知的文献记载“乐府”是由汉武帝设置的，而
由于在秦王陵出土了乐府编钟，故“乐府”应前置于秦代以降；而由
武王墩出土的文献则明确地将“乐府”提前到了战国时期。由此可
以想象，楚国宫廷音乐机构对楚国礼乐活动的管理是多么规范。

出土的虎座凤鸟架鼓，也是乐器，其虎座既有音乐美，也
有乐器造型美。当鼓声一响，我们可以想象虎啸的威严，想象
凤鸟腾飞的形象。楚艺术文化的浪漫、楚文化的丰富，由此可
以呈现出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交响、载歌载舞。先
秦时期的楚国，已然是一个音乐制度完善、礼序乐和的国家。”

从出土文物看，楚国礼乐文化还有多元文化因素融入的
特点。墓中乐器与器物包含三晋、秦、草原等文化元素，例如
青铜钟虡上的“阜平君外乐”铭文具有三晋文字特征，可能通
过外交馈赠进入楚国；漆木耳杯等秦文化器物则反映了秦楚
文化交流。这些发现表明，楚国礼乐文化并非孤立发展，而
是与周边文化密切互动，体现了战国时期中华文明的多元一
体性。

武王墩墓出土的文献将“乐府”提前到战国时期

礼乐文化从“重金属”向丝竹乐转型

武王墩墓出土的凤鸟虎座鼓架，鼓已不存。

武王墩墓出土的漆木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