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政治民主政治 2022年 4月 28日 星期四1818

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有利于破除各类封闭

小市场、自我小循环，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树牢为企业发展服务的理念，坚决破除各种显

性和隐性的行政壁垒。市场经济的根脉在企业，对

各类市场主体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减少政府对市

场主体过多行政干预，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加强顶层制度框架设计，推进公平竞争制度与

产业政策相衔接、相协调、相统一。坚持发挥“有效

市场+有为政府”组合效应，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优化完善产业政策实

施方式。对新出台产业政策严格开展公平竞争审

查，避免滥用地方性产业政策造成市场分割现象。

完善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反垄断法律规则体系，强

化垄断风险识别、预警、防范，增强运用市场规则和

国际惯例的实操能力。大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加

快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内外贸监管规

则衔接，实现两个市场相互支撑、一体化发展。

（本报记者 宋豪新采访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商务厅厅长曾卿：

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要破除地方保

护和区域壁垒，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

预行为。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提级机制。完善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源头保障，建议出台

针对不同层级的提级审查机制，即省级情况由中央

审查、地市级情况由省级层面审查。另外，在专业性

较强的领域，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保证审查的专业

性和结果的公正性。

加强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筹调节。我国国内

市场巨大，不同区域的市场情况千差万别，各地资源

禀赋和竞争力不尽相同。要做到顺利打通、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议从全国层面进行统筹和适当调节，

避免产生“马太效应”，推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进一步引导市场理性竞争。当前，一些区域和

行业存在恶性竞争行为，尤其在招商引资中，有的地

方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发展方式反而加重了自身

负担。建议针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制定发布恶性

竞争行为清单，并根据形势变化实时调整，引导各地

各行业理性参与市场竞争。

（本报记者 韩俊杰采访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铜陵市市长孔涛：

推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应充分运用好法治思

维和方式，依法推动统一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助力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加强消费者

权益司法保护，服务保障消费升级和消费新模式新

业态健康发展。

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强化契约精神，

严格执行合同，依法打击恶意拖欠账款和逃废债行

为，增强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和守约观念。支持、监

督政府依法行政，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市场监管

职责，助力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贯彻合同自由和鼓励交易原则，依法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制裁垄断行为、妨碍公平竞争行为，防止平

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助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

壁垒，推动商品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本报记者 方 圆采访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石时态：

充分发挥好法治作用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

统一大市场，要在提高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上下功夫，

不断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健全统一市场监管规则。加强市场监管行政立

法工作，完善市场监管程序，强化市场监管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规则，增强市场监管

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各地要持续推进

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积极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的相

关规范，加快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

规定和做法。

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应努力优化环保、消

防、税务、市场监管等领域的执法方式，依法平等

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注重强化部门联动，统筹执法

资源，统一执法标准和程序，推进维护统一市场综

合执法能力建设，促进公平公正执法，提高综合执

法效能。

（本报记者 金 歆采访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主任李郁华：

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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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咱们村要跟着国家的政策，进一步推

进乡村振兴，让大家的钱包再鼓一些。大家对

村里产业发展有什么意见和想法？”趁着春节和

清明假期，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回乡探亲，全国

人大代表，广西百色市田阳区那满镇新立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朝阳抓紧时间走访村

民，和大家探讨村里致富的“金点子”。

“我来自农村基层一线，乡村发展和村民的

生活状态始终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当选为全国

人大代表后，我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关于解决

大石山区群众吃饭问题的建议。”罗朝阳说，“我成

长在农村，一直和当地大石山区的百姓有着密切

联系，深知改善山区人民生活条件的迫切。”

当时新立村村民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人均

年收入只有 2000 多元。“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甘

蔗、玉米、木薯等作物，别说致富，糊口都难。”罗

朝阳说。

罗朝阳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和基层组织带头

人的作用，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开展土地流转，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改种香蕉、芒果等经济效益较

高的农产品。“其间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村民祖

祖辈辈都是种甘蔗，觉得改种别的农作物有风

险，既担心种不好，又担心卖不出。”罗朝阳说，“我

十分理解村民们的顾虑，丝毫没有灰心，先鼓励

一些带头人进行种植试验，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

的好处，然后再带动村民们一起行动起来。”如今，

经过罗朝阳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村里的香蕉、

芒果、秋冬菜等特色产业发展得有模有样。

种什么的问题解决了，怎么能进一步改善

大家的生活条件？近些年，罗朝阳积极用好党

的富民政策，争取惠民项目，带领全村修建 26

条总长 80 公里的通屯及产业道路；大力改善村

里房屋、学校等基础设施，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

条件得到了很大提升。2021 年，全村人均年收

入达到了 1.45 万元。

“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和大家想到一起，才能

干到一起。”罗朝阳说，新立村通过加强村民自治、

壮大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村容村貌得

到全面改善，村民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发展产业需要人才作支撑。当前，很多

地 方 反 映 ，农 村 产 业 发 展 急 需 大 量 的 优 秀 人

才，要格外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今年全国

两会上，罗朝阳提交了《关于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中大力推动农业技术人员服务产业振兴

的建议》。

农村发展，要把问题想在前面。罗朝阳在

调研农村产业发展时发现，当前农业技术人员

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缺少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具有一定专

业能力的农业技术人员；当前的农业技术人员

专业水平不高，服务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效果

不明显；农业技术人员专业特长与当地农村产

业发展不匹配，发挥作用有限……

“只有破解这些难题，结合实际，发展壮大

农业技术人员队伍，并充分使其发挥作用，才能

进一步精准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更好推动乡村

振兴。”罗朝阳说。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罗朝阳调研走访

多个地方，提出了涉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

生、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 41 条建议。“我将

继续深耕基层一线，用行动不断践行‘人大代表

为人民’的光荣职责使命。”罗朝阳说。

“和大家想到一起，才能干到一起”
本报记者 李 纵

3 月 29 日，《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经

青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将于 5 月 1 日正式施行。

在一张覆盖 72 万平方公里的“生态法网”

上，青海又打了个结实的“绳结”。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保

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该条例制

定出台，是青海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扎实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之一。

守护“中华水塔”三江源头，青海人大不断

创新生态立法实践。来自青海省人大的统计显

示，截至目前，全省生态领域立法近 80 件，占立

法总数的 26%，基本构筑起具有青海特色的生

态文明法规制度体系。

立良法——
筑牢生态安全制度屏障

4 月下旬，海拔 4610 米的牛头碑，薄雪下泛

黄的草原即将返青，孕育着夏季的惊艳。

远处，黄河源头“姊妹湖”——鄂陵湖和扎

陵湖春水如碧、浩渺无垠。行走在湖岸，鹰鹫在

头顶盘旋，李才让措正忙着带队例行巡查。

大河之源的山水湖草，这位三江源国家公

园黄河源园区资源环境执法局执法大队副队长

都能管。

搁在过去，她可没这权力。

“以前我在草原站工作，草场监督执法是我

的职责，而打击非法占地、盗采矿产又是国土部

门的事儿，水污染有环保执法，水土保持有水利

执法，非法捕捞这‘姊妹湖’里的鱼类，又归渔政

执法管，我们各自对接上级的工作，谁也不会

‘越界’。”李才让措说。

但一旦出现盗采，草场、矿产破坏了，水也

污染了，就得公安、国土、环保几家联合出动，否

则 解 决 不 了 问 题 ，导 致 执 法 效 率 低 、证 据 拿

不到。

“条块分割、政出多门，不利于面积广袤的

三江源地区开展生态保护。”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主任杨牧飞形象地称之为“九龙治水”。

伴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推进，经过立

法起草、征求意见、审议修改，《三江源国家公园

条例（试行）》于 2017 年制定出台。

“条例明确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地的县级

人民政府涉及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保护的

行政管理职责，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统一行使，

同时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资源环境综合执法机

构，统筹区域内林业、国土、环境、草原监理、渔

政、水资源、水土保持、河道管理等执法工作。”

杨牧飞介绍，“这种创制性立法，为三江源头建

立集中统一高效的保护管理体制和综合执法机

制提供了坚实保障，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执法

监督‘碎片化’的难题。”

勇涉深水区、敢啃硬骨头。这几年，当地生

态立法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

着眼生态保护特殊需要，当地加快实施靶

向性立法。比如 2016 年施行的《青海省可可西

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制定过程中，我们通

过开展立法协商，梳理各管理机构职责权限，细

化保护、利用和管理措施，全面提高对遗产地保

护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副主任雷霆介绍，“可可西里谁来管、怎么管，

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严格写进了法规条

文。可可西里成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地，条例

也立下了功劳。”

促善治——
扛起人大监督责任担当

“今天的出水水质怎么样？”

“生产废料如何处理？是否符合要求？”

4 月初，西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鑫带着

调研组，马不停蹄地走访了西宁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第一再生水厂等地，查看了解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污染问题整治情况，还听取了市法院

和 检 察 院 有 关 生 态 保 护 的 公 益 诉 讼 和 审 判

情况。

原来，按照《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

例》的要求，西宁市人民政府将在市人大常委会

上报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情况，依法接

受人大监督——此次调研，就是市人大为了更

好行使监督职责“打前站”，了解情况。

立法促善治。近年来，青海各级人大突出

问题导向，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形式，精

准聚焦生态保护重点领域，充分发挥“法律巡

视”监督利剑作用。

去年 10 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

等首批国家公园。为此，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组

成执法检查组，深入玛多县、曲麻莱县、可可西

里索南达杰保护站、格尔木市等高原腹地，行程

2000 多公里，对《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

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实地检查、现场询问、查阅台账，看到了成

绩，也发现了不足。“从执法检查情况看，《三江

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

一些 突 出 问 题 ，比 如 部 分 创 设 性 条 款 存 在 执

行障碍、财政事权落实不到位、管理职责需进

一步理顺等等。”青海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

员陈小宁介绍，“在检查过程中，我们提出了

富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紧跟形势发展、加

快改革步伐、推进立法调整提供了新的参考，

让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与运行在法治轨道上

蹄疾步稳。”

“青海某些重点排污单位存在监测报告与

监测方案不一致，公开信息不全面、不详细、不

及时的问题”；

“海东工业园区临空综合经济园区的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与园区规划存在脱节、不协调的

问题”……

青 海 省 人 大 环 资 委 不 断 创 新 监 督 方 式 ，

在 对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的 执 法 检 查 中 ，首 次 引 入

第 三 方 评 估 机 制 ，委 托 高 校 围 绕 水 生 态 环 境

现状、水污染防治监督与管理，以及法律责任

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借助“外脑”提供技术支

撑 和 专 业 参 考 ，提 升 了 监 督 结 果 的 权 威 性 和

客观性。

求实效——
擦亮人与自然和谐底色

临近 5 月，又是湟鱼欲上时。

青海湖裸鲤，是湟鱼的学名。每年夏初，湟

鱼都会大规模溯流而上、洄游产卵，形成“半河

清水半河鱼”的奇观。

这也是何玉邦最忙碌的时节，又是巡查河

道，又是监督执法。身为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局长的他，在这里工作了 19 年，见

证了湟鱼由急剧减少到大幅恢复的变化，“从保

护之初到现在，青海湖湟鱼资源量增加了近 42
倍，已经超过 10 万吨。”

2003 年，何玉邦初到青海湖，恰逢《青海湖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颁布。如今，青海湖水

位连续 16 年上涨；仅存于青海湖畔、曾极度濒

危的普氏原羚已经恢复到 2000 余只……今年

年初，这部促成了大湖新生的重要地方立法，已

经完成了第三次修订。

4 月的玉树藏族自治州隆宝湿地，第一批

黑颈鹤已经越冬归来，在水草间迎来新一年的

繁衍生息。青海省湿地面积 814.36 万公顷，居

全国第一。通过制定《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

青海准确界定湿地概念，明确湿地保护机构和

社会各方面的职责，切实提高了法规的可执行

性和可操作性。根据青海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主要数据显示，三江源地区湿地面积与 10 年

前相比，增加了 1503 万亩。

在青海，每一部生态法规的立法实施进程，

都是一次保护与发展关系的精细校正，都是一

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

此次新出台的《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是青海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又一部具有基础性、

统领性、综合性的地方性法规。

杨牧飞介绍，条例既注重对上位法的补充

和细化，具有可操作性，又注重青海特点，聚焦

解决实际问题。“聚力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推进区域联防联控，突出科学治污、精准治污、

依法治污，落实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条

例的主要内容。”

青海人大加强生态立法工作

织就一张法网 守护三江源头
本报记者 姜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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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栖息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棕头鸥。

图②：生态管护员在黄河源头鄂陵湖畔

巡护。

图③：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

县昂赛乡的昂赛大峡谷。

本报记者 姜 峰摄

版式设计：蔡华伟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

围绕如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话题，

记者采访了 4 位全国人大代表，请他们谈意见

建议。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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