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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亚12月17日电 我国
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 17 日下
午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交接入列仪式。

南海之滨的三亚，水天一色，日
暖风清。军港内，山东舰伏波静卧、
满旗高悬，来自海军部队和航母建设
单位的代表约 5000 人在码头整齐列

队，气氛隆重热烈。
下午4时许，交接入列仪式开始，

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仪仗礼兵护卫着八
一军旗、命名证书，正步行进到主席
台前。习近平将八一军旗、命名证书
分别授予山东舰舰长、政治委员。山
东舰舰长、政治委员向习近平敬礼，
从习近平手中接过八一军旗、命名证

书。习近平同他们合影留念。交接
入列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
中结束。

随后，习近平登上山东舰，检阅
仪仗队。习近平察看有关装备，了解
舰载机飞行员工作生活情况。习近
平前往驾驶室，同官兵亲切交流，在
航泊日志上郑重签名。

习近平在码头接见了航母部队

官兵代表和航母建设单位代表。习
近平对我国航母建设取得的成绩表
示肯定，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为党和
人民再立新功。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以及李作
成出席仪式。张又侠主持仪式，宣布
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交接入列和舰
名、舷号。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凡培、海军司令员沈金龙在仪式上
先后发言。

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一艘国
产航母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山东舰”，舷号为“17”。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委
机关有关部门、南部战区、海军、海南
省以及航母建设单位的负责同志参
加仪式。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交付海军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北京
时间17日凌晨，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在
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政治解决朝鲜半
岛问题决议草案。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
问时表示，中方希望安理会成员保持
团结，承担起历史责任，支持中俄决
议草案，共同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
解决进程。

耿爽说，当前朝鲜半岛形势处

于重要敏感时期，政治解决的紧迫
性进一步上升。国际社会应秉持客
观公正立场，着眼长远和大局，进一
步凝聚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共识，
延续来之不易的对话势头，防止半
岛重新陷入紧张对抗，避免局势出
现严重逆转。安理会必须履行《联
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就此采取切
实举措。

他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半岛无核

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
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坚持并行推进
构建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和实现半岛
无核化，主张均衡解决各方关切，尤
其是朝方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正当、
合理关切。

耿爽说，基于上述立场，中国和
俄罗斯共同在安理会提出政治解决
半岛问题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主要
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重申各方应致

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二是敦促美朝
继续对话，呼吁恢复六方会谈；三是
决定根据朝方遵守决议情况，解除部
分对朝制裁措施。

“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发出支持
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一致声音，鼓
励美朝双方尊重彼此关切，展现灵
活诚意，相向而行，落实新加坡联合
声明共识，按照分阶段、同步走原
则，尽快恢复对话接触，打破僵局，

防止对话进程‘脱轨’甚至‘倒退’。”
他说。

耿爽表示，中方希望安理会成员
保持团结，承担起历史责任，支持中
俄决议草案，共同推动半岛问题政治
解决进程。中方愿与有关各方一道，
继续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持
久和平稳定作出努力。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4 日在北
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

习近平同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
员会向大会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的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
史地位，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

大会认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
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 2020 年到
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
排。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
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
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
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
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极
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自律公约没能治
好“行业病”

据记者了解，自律公约对相关
领域一些重要责任作出规定，如：
平台应要求发起人尽最大努力及
时、完整、真实、准确地公开求助人
的相关重要信息；平台应健全审核
机制；平台应确保求助人和赠与人
之间的信息对称，最大程度排除不
实信息；平台应加强业务合规性培
训与考核，确保每一位员工以及志
愿者、合作伙伴全面知晓并严格遵
守“底线规则”等。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年多
来，相关方面漏洞仍多。

——材料审核机制仍有明显
漏洞。记者发现，今年 7月有人利
用网上购买的虚假病历，在多个平
台骗取捐款近万元；前不久，又有
多人利用假病历图片和煽情文字
模板在水滴筹成功发起筹款并成
功支取。

——仍存在求助人重要信息
公布不完整、不真实情况。今年 5
月，有求助人在平台求助 100万元
治病，后被发现平台未准确公布其
重要财产信息；还有一些平台推广
人员，怂恿并协助患者随意填写筹
款金额，对一些患者具备医保报销
条件或曾获得拆迁补偿等重要信
息知情不报。

——“底线意识”不强，经济利
益凌驾公益责任。有平台在全国
多地医院大范围使用“扫楼式”经
营手段，将发起筹款的患者数量与
平台业务推广人员的收入提成直
接挂钩。甚至还有平台为满足经
营需要，引导员工盗用志愿者名义

帮患者筹款。
——自律公约中对捐款“资金

池”相关内容未作出明确规定，对
平台在“资金池”信息公开、孳息分
配等方面的责任缺少明确规范，存
在风险隐患。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
长王振耀向记者表示，当前仅靠企
业间自律公约已无力规范行业健
康发展。

规范缺位、逐利冲
动是主要“病因”

多名专家称，当前网络求助信
息平台反复“发病”，主要原因在于
法律规范缺位和运营机制紊乱。

“当前法律对于个人求助信息
平台的规制严重不足”，北京大学
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
萍认为，一方面由于缺少专门法律
规范，当前对于网络个人求助行为
中的各主体只能适用民法、刑法、
合同法等一般法律进行调整，缺少
针对性。如推广人员为了工作业
绩而忽视信息真实、本无需上网筹
资的病患在推广人员劝说下上线
募款、部分筹款者未按照原先筹款
方案使用资金等问题都缺乏法律
规制手段。

另一方面，一些规范不利于行
业健康发展。如《公开募捐平台服
务管理办法》第 10条规定，求助平
台信息的真实性由发布者自己负
责，个人求助信息平台仅负有风险
防范提示义务。水滴筹等多家平
台机构均以此条为依据，在用户协
议中制定有利于平台的信息真实
性免责条款。

“这点责任对平台而言是远远

不够的。”金锦萍说，在网络求助
平台上施助者往往以小额赠与为
主，如果遭遇不实求助，他们既无
动力也无精力提起诉讼维权。而
提供筹集款项服务的网络平台不
仅掌握着求助人的基本信息，而
且也担负着向赠与人报告的义
务，应当承担起更明确、更积极的
法律责任。

另外，不少平台背后的资本本
性引发的逐利冲动因素也不可忽
视。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部分网络
求助平台运营者本质仍是追求利
润和高估值的营利性公司。其商
业模式是：雇佣大量线下推广人员
帮患者发起求助，借此将患者的各
种社会关系转化为平台用户，然后
平台通过做灰色地带的“互助”或
者销售保险产品进行变现。此类
商业模式需要不断发展用户上线
求助筹款，且求助者本身越有社会
资源，就越能更有效地带来高价值
用户和客户。“由于资本不断追求
高估值，相关团队业绩增长压力就
会越来越大，追求短期机会主义的
行为不是偶然的。”据悉，2019年 6
月，水滴公司宣布已完成超 10 亿
元人民币的 C 轮融资。

另外还有专家认为，当前由于
缺乏明确的主管机构，网络求助信
息平台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机制，
这也影响到相关平台整改的力度
与效率。

创新治理方式 建
立长效机制

王振耀等专家和业内人士对
网络求助信息平台的积极意义持
认同态度，各方一致认为要在保证

平台救助效率高、覆盖广优势的同
时保障相关活动的真实性、合理
性，有赖于建立一套创新、长效治
理机制。

——补齐法治短板。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
任阚珂表示，网络个人求助平台应
在法治规范之下运行，通过行业组
织管理、法律法规等不同层次的约
束力来确立和完善平台应当承担
的责任。金锦萍建议，应通过立法
形式要求平台承担起作为所募集
款项的受托人，代表赠与人向违反
约定或者刻意欺诈的当事人提起
诉讼，以此树立平台的积极责任。

——调整运营模式。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募资总监高俊旭建
议，网络求助信息平台需找到商业
和公益的平衡点，“可适当引入第
三方公益组织、慈善机构，介入到
对求助人信息和后期资金使用情
况审核中来，也能在平台经营行为
越界时起到调节作用。”

金锦萍认为，网络求助信息平
台运营带有特殊性，赠与人在信息
真伪判断、服务质量判断、平台尽
责程度判断等方面均居劣势，因此
应由非营利组织或采用非营利模
式进行经营。

——监管适度介入。西南政
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林少伟
认为针对相关业务特殊性，可构建
一个由民政、工商、网信、银保监会
等部门主导的联合监管机制。

王振耀建议，通过道德规范与
法律规范并用，为网络求助、互助
活动形成一套社会性对话机制和
评价机制，在发扬中国互助精神优
良传统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特色互
助体系。

据新华社

外交部：中俄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
关于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决议草案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

网络求助平台病了，该如何救？
求助人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并违反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推广人员在各大医院进行

“扫楼式”劝募、用PS病历+煽情文字模板即可成功募款……近日，网络求助信息平台暴露出的问题引发关
注。

2018年10月，爱心筹、轻松筹和水滴筹曾联合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如今，相关
平台却“旧病复发”，病灶何在？既要救助高效，又要运营安全，治理方式需要哪些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