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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有关情况。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在会
上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
化部、司法部、金融监管总局四部门
将精准扶持不同经营主体发展。着
力解决小微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中
面临的实际困难，持续加大对个体工
商户的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力度。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丛林则
表示，金融监管总局牵头建立了支持
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加强央
地联动，从供需两端发力，统筹解决
小微企业融资难和银行放贷难的问
题（详见今日快报A9版）。

在接收这些声音的同时，不妨
把视线拉长。

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一专门立
法，表达了我国以法治之力全面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定决心。
可以说，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是国之大计，具有深刻内涵和重大意
义。而小微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促进消费和
就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数据
表明，截至 2023 年底，全国登记在册
个体工商户1.24亿户，占经营主体总
量超过三分之二，带动就业近 3 亿
人。其发展状态，自然备受关注。

不必讳言，近年来，一些小微企
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遇见了各种各
样的难题，譬如融资难、经营难。一
些小微企业由于顶不住压力，以至
于悄然消失，令人嗟叹。

难题和困惑的存在，直接关系着
小微企业的前途和命运，直接关系到

许多“打工人”的饭碗。唯有多多出台
实招、妙招，帮助小微企业挺过难关，
小微企业才有明天，才能为经济发展
注入强劲的动力。如今，多部门从多
角度合力帮扶小微企业，表现出强烈
的主动性和建设性，令人心振奋。

帮人要帮到关键处。梳理小微
企业发展中遭遇的难题，打破融资
难、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是重中之重。

目前，我国已出台《关于推动建
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
会贷长效机制的通知》《关于开展“一
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
动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这些好政策
对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大有帮助。
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强化宏观政
策引导、优化金融服务、差异化分类

支持，且完善好配套措施，值得深入
思考。丛林表示，近期，金融监管总
局将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可以
想见，这一会议后，将有细则型善政
出炉，帮到“饥渴”的小微企业。

要降低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成
本，政府部门需要拿出更多切实手
段。近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部署开展“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提升行动”、有的地方减收小微
困难企业办理公证业务服务费，此
外，下一步我国将出台《关于引导网
络交易平台发挥流量积极作用、扶
持中小微经营主体发展的意见》，凡
此种种，呼应了小微企业的难点和
痛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总之，帮扶小微企业不是一阵
风，致力于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局
面，让所有小微企业都被阳光普照，
是民意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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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实招，真真切切帮到小微企业新华时评

近日，南通独臂男孩悠悠的故
事再次进入网友视野。

仅靠一只手，悠悠学会系鞋带、
做饭、跳绳、攀岩、打羽毛球，还打破
了“一分钟内做最多波比跳（残障级
别 AA2）”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悠悠
的梦想是成为残奥会冠军，为此，近
两年来悠悠的每个节假日都在体育
馆度过，每次训练都在 6 个小时左
右。身体虽与常人有异，他却锻炼
出超乎寻常的勇气和体魄。

从社交平台看悠悠被妈妈记录
的成长轨迹，我们会发现“天生我材
必有用”的背后更有无数次的摔倒、
受伤、失败。

“残缺的玉就是王”“帅只是他
身上一个不起眼的优点”……网友
们对悠悠不吝夸赞，王昶、梁伟铿、
石宇奇等优秀的选手也留言鼓励他
坚持下去。因为残疾，每一步都行
之不易，那些艰难跨出的一步步又
治愈了更多人。

悠悠的故事让大家想到了豆
豆，一个因脑瘫曾被医生诊断为终
生无法站立的重庆女孩。我们通过
视频看到她第一次站立、第一次走
路、第一天上学……小豆豆一天天
在长大，不变的是她永远阳光灿烂
的笑容，还有画面之外妈妈温暖鼓
励她的声音。

让残障儿童也能在一方舞台上
闪亮发光，除了家庭的支持，还应有
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提供支持和

帮助，让他们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
育、医疗资源。比如，悠悠原来在海
安读书，在南通残联的帮助下，转学
到了市区，上课训练都更方便了。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花朵，每一
朵都很珍贵，很高兴能有更多人欣
赏到每一朵花的独特之美。在如此
丰富多彩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有奇
迹，每一步都有惊喜，且看“悠悠们”
如何以梦为马，拥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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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的故事，是进行时也是未来时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14 日
发布《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媒体的
责任与使命》智库报告。智库报
告聚焦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媒体
的机遇与挑战、职责与使命，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
美好世界汇聚强大的媒体力量。

在赋能新闻媒体的同时，人
工智能发展也可能带来种种风
险。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当使用
使得虚假信息泛滥，侵蚀着新闻
媒体的社会信任基础；新技术在
传播领域的应用也使得舆论生
态进一步复杂化……

人工智能时代，应对挑战化
危为机，新闻媒体肩负着重要责
任。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
理倡议》，倡导“以人为本”“智能
向善”等基本原则，为解决人工
智能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使用人工智能，新闻媒体要
加快智能驱动，提升媒体价值。
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工具价
值，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
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的
全链条中，以人工智能打造媒体
新质生产力，为人们提供更好的
新闻产品和新闻服务。探索人
工智能，新闻媒体要立足善意使
用，健全伦理规范。在强化技术
应用的同时，要坚守新闻伦理、
践行社会责任，将新闻伦理融于
媒体人工智能应用的全流程、全
要素，健全以人为本的伦理规范
体系。 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朱俊清

人工智能治理
媒体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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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
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
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
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六届、十
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副
总理，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

的遗体，1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
墓火化。

吴邦国同志因病于 2024 年 10
月 8日 4时 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4岁。

吴邦国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
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
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
式对吴邦国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4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

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
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吴邦国同志”，横幅下方是吴邦国同
志的遗像。吴邦国同志的遗体安卧
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
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
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吴邦国同志
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吴邦国同志的
遗体三鞠躬，并与吴邦国同志亲属一
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
对吴邦国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
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吴邦
国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
送别。

吴邦国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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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与吴邦国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10月14日，为悼念吴邦国同志，首都天安门下半旗志哀 央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