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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14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优化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提高为企便民服务
效率和水平；决定在全国实施动产
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助力企业担
保融资；通过《企业名称登记管理
规定 （修订草案）》，便利和规范
企业名称登记。

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直接面向企业和群
众，是反映问题建议、促进政府科
学决策、推动解决政务服务问题的
重要渠道，近年来在为企为民排忧
解难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
要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
针对目前政务服务热线号码多、群
众办事多头找等问题，推动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优化。对涉及企业和群
众的非紧急政务服务热线，压实地
方特别是市县责任，地方设立的政
务服务热线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设
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热线，
号码能归并的尽量归并，尽可能使

用一个号码，方便群众记忆和使
用，体现一个窗口服务。国务院有
关部门要指导支持地方热线优化工
作。会议要求，优化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不仅要方便群众拨打，更要
优化流程和资源配置，强化技术支
撑，实现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服务
紧密衔接，健全接诉即办和督办问
责机制，确保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
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置和办
理，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得更
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

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金融更
好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近几年在部分省市开展了动产
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试点，便利企
业担保融资。试点中，民营和中小
微企业新增担保登记业务占比超过
95%、融资金额占比超过80%。为
进一步扩大改革效果，会议决定，
从2021年1月1日起，对动产和权
利担保在全国实行统一登记。原由
市场监管总局承担的生产设备、原
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登记和人
民银行承担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

以及存款单质押、融资租赁、保理
等登记，改由人民银行统一承担，
提供基于互联网的7×24小时全天
候服务。此前已作动产和权利担保
登记的，不需要重新登记，有关部
门要妥善做好存量信息数据移交等
衔接工作。对新登记的，由当事人
通过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自
主办理，并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登记机构不
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实行统
一登记，有助于金融机构全面掌握
企业动产和相关权利信息，提升给
企业担保融资的意愿。

会议通过《企业名称登记管理
规定 （修订草案）》，完善企业名
称基本规范，建立企业名称自主申
报制度，规定申请人可自行选取符
合规定的名称，并应承诺对名称侵
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同时放管并
重，规定登记机关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对不符合规定的名称不予登记
或纠正，对名称产生争议的可依法
起诉或由登记机关调解或裁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明年起——

全国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

12月15日，上海体育学院舞
蹈治疗工作坊的学生在展示自闭
症儿童舞蹈治疗公益项目。

当日，来自上海40多所高校
的大学生艺术作品及艺术实践工
作坊项目在上海图书馆进行展
示、展演。这些作品和工作坊项
目是从全市高校选送的几百件作
品中精选出来的，全面展示了上
海高校的艺术教育和大学生美育
的阶段性成果。 新华社发

展美育成果 亮青春风采

大学生艺术展现沪上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电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1至11
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2%，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

晖当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这
说明随着经济的恢复，市场性的
投资在增加。为应对疫情冲击，
前期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对稳定
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经

济运行逐步由政策带动向市场内
生增长转变，民间投资累计增速
由负转正反映了这样的特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经济
延续了稳定恢复态势。

民间投资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电
智能网联汽车、在线医疗、智慧教
育……当我们享受新技术带来的
便利的同时，也要注意存在的安全
隐患。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15 日发
布 2020 年“见证质量”系列技术白
皮书。其中指出，在智能网联汽车
领域，2020年以来发现相关企业和

平台受到的信息安全恶意攻击就
达到280余万次。专家建议加大对
新应用领域信息安全重视程度，建
立安全分级分类动态管理模式。

信息安全与每个领域、每个
人息息相关。在加大存储设备、
电脑、手机安全管理的同时，也
要格外注重新应用快速推进过程

中存在的隐患。以智能网联汽车
为例，白皮书显示，根据工信部
车联网动态监测，2020 年以来发
现相关企业和平台受到的信息安
全恶意攻击达到 280 余万次。此
外，校园网络安全、在线医疗网
络安全等亟待重视，需要加强端
口、设备等全流程管理。

敲黑板！这些领域信息安全要注意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电
12 月 14 日出版的 2020 年第 50 期

《瞭望》新闻周刊刊发了记者孙亮
全采写的文章《文物盗贩的地下江
湖》。摘要如下：

2018年以来至今年8月，全国
公安机关共追缴文物逾4万件。记
者历时三年，独家采访一线民警、
盗墓分子和文物贩子，发现文物盗
贩呈现产业化模式，被盗文物销
赃、出境、洗白快。多位受访干警
和业内人士建议，要在遏制市场需
求、贩卖环节下功夫，健全完善与
打击文物犯罪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盗贩过程中，一伙人从文物出
土到销赃“各司其职”。盗墓一般
由“支锅”（即“老板”） 组织团
伙完成，团伙成员包括探墓、吊
土、清坑等人，分工协作。

盗墓团伙“支锅”张某建供
述，有次盗墓挖出包括5个青铜鼎
在内的约 20 件青铜器。他拿到文
物后以550万元的打包价格卖给文
物贩子和某。“给‘保护伞’分了
30 万元，各自手下分了 20 万元，
剩下的钱我和另外三个人对半分，
我分到了62万元。”

转手过程中，文物成倍升值。
山西省闻喜县酒务头墓区出土的几
十件文物，第一手以 430 万元的价
格“打包”被卖到洪洞，第二手被卖
到介休，其中 3 件主要文物在第三
手以 780 万元的价格，被卖到陕西
府谷一个煤老板手中。“前后一个月
时间，倒了三手，价格翻了数倍”。

倒卖过程中，古玩市场成了文
物“销赃地”。记者了解到，一些
较大的文物贩子多在国内著名古玩
市场设有店铺，甚至一度将盗挖的
青铜器等文物公开摆放，并在古玩
店完成“看货”、交易。

据警方掌握的信息和一些文物
贩子的供述，盗挖团伙常常跨区域
流窜作案，文物出土后被迅速卖入
市场，在各地文物贩子与买家手里
无序流转，甚至流向境外或者流入

“藏家”手里。
一方面，内地渠道流转迅速，一

些文物长时间“隐身”。西周青铜重
器义方彝和义尊出土后被盗墓分子
迅速倒卖，经文物贩子转手多个省
市，流落境外。追缴小组经过长时
间境内境外缜密侦查，并运用法律
手段，才将两件稀世之宝成功追回。

另 一 方 面 ， 外 流 渠 道 “ 畅
通”，出境快、易洗白。对于几千
万元的重要文物，替境外古董店老
板网罗精品的“马仔”自己押运，
到广州当晚即偷渡到香港。他们拿
着“货”到拍卖行办理相关手续，
让文物入境变得“简单”。

文物盗贩的地下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