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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鲜明提出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强调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连日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认真
学习领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大家表示，会议明确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目标任务，为
金融发展指明方向、坚定信心，要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
新气象新作为不断开创金融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胸怀“国之大者”，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助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金融事业高
质量发展，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面对新的目标任
务，这次会议突出强调以推进金融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并对此作出周
密部署。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金融
业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立业之本，为
我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
献。”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
家管涛说，会议将金融高质量发展
提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高度，进
一步强化了金融服务国家大局的担
当和作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
所副所长陈道富说，在推进强国建
设中，金融的作用无疑更加凸显。
无论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都需要
金融高质量发展作为强有力支撑。

金融血脉滋养经济肌体。走进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木岗镇戛
陇塘村 300 亩生姜种植基地，生姜
的辛香扑面而来。“我们的生姜种植
正是在金融活水浇灌下，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成为富民产业。”戛陇塘
村党支部书记张勇说，今年村里人
均收入有望在去年 1.4 万元基础上
增长 15％左右。“金融助力乡村振
兴，村民生活一定会更红火。”

“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不断
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以人民为
中心这一根本。”中国人民银行宏观
审慎管理局局长李斌说，“下一步我
们将持续加强金融宏观调控，推动
金融机构改革，扩大金融高水平开
放，改革、调整、优化金融供给体系，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

锚定金融强国目标，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
服务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会议提出“三个着力”，指明推进金
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着力营造良
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着力打造现代

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着力推进金
融高水平开放。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
刚表示，会议首提金融强国目标，意
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和地位大大提升。“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
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正是提高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针对性部署。

中国建设银行战略与政策协调
部总经理乐玉贵说，会议部署的五
大领域均已纳入建设银行发展战略
和战略性举措，下一步，建行将加快
产品服务与模式创新，提高资源配
置和考核激励政策适配性，写好新
时代金融五篇大文章。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合肥锐世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工作人员
正在组装临床全数字PET设备。得
益于相关金融贷款支持，该公司已有
7款不同型号设备顺利进入市场。

“会议提出把更多金融资源用
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
发展和中小微企业，让我们深受
鼓舞。”公司总经理张博说，“我们
将进一步加强科研攻关，力争早
日实现数字 PET 设备高质量、大
规模应用。”

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
道，是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内容。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长连平说，“完善机构定位”“强化市
场规则，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
金融市场”等部署，将有助于加快构
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源高效
配置，为企业提供更多投融资渠道。

（下转四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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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十八届、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

总理李克强同志的遗体，2日在北

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 0 时 10 分在上海逝世，享年

68岁。

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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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克 强 同 志 逝 世 表 示

沉 痛 哀 悼 并 向 其 亲 属 表 示 深 切

慰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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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李克强同志”，横幅下方是

李克强同志的遗像。李克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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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许，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

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李克强同志的

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李克强同志

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李克强同志

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

送花圈，对李克强同志逝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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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

送别。

李克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和逝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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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克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
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不断开创金融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金融工作目标任务、谋定发展路线图

新华社记者

11月2日，李克强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这是
习近平与李克强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2013
年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
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
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重大倡议。2017年6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卢森
堡首相时强调，中方支持建
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
之路”。

十年来，郑州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推动“空中、陆上、
网上、海上”四个方面协同
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本报特别推出【“一带
一路”朋友圈·全球可见】系
列报道，深入报道郑州着力
打造空、陆、网、海“四路协
同”立体开放通道体系，进
一步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
开放通道和载体平台支撑
体系的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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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翟宝
宽）11月 2日，市长何雄会见国家电
网公司副总工程师、产业发展部主
任奚国富一行，双方就深化拓展合
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发展进行座
谈交流。

何雄欢迎奚国富一行来郑考察
交流，对国家电网为郑州经济发展
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郑州
是正在加快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
近年来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发展、新兴

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抢滩占先，
今年前三季度 GDP首次突破万亿，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整体
呈现“加速回升、稳定向好”态势。
国家电网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
家能源安全的特大型国有重点骨干
企业，近年来大力布局战略性新兴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势头强劲。郑
州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电网的大力支
持，希望国家电网抢抓郑州发展新
机遇，围绕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气
装备等领域加强产业布局、深化务

实合作，以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为
郑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
新活力。

奚国富介绍了国家电网在郑投
资发展情况。他表示，郑州区位优势
明显、产业基础雄厚、创新活力迸发，
国家电网十分看好郑州发展前景，愿
继续发挥业务特长和资源优势，深度
融入郑州高质量发展，为国家中心城
市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市领导史占勇，国家电网河南
公司总经理张军六等参加。

何雄会见国家电网副总工程师奚国富一行

围绕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许
彦鸣）记者昨日从郑州市南水北调
工程运行保障中心获悉，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郑州南水
北 调 配 套 工 程 已 累 计 实 现 供 水
49.69亿立方米，全市受益总人口超
过 800 万人，南水已经从原来规划
的城市补充水源，成为郑州的主力
水源和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一 期 工 程 于
2014年 12月 12日正式通水。南水
北调配套工程在郑州市境内开设 7
处分水口门，受水区分别为航空港
区、新郑市、中牟县、郑州市区、荥阳
市和上街区，年分配水量 5.4亿立方

米。郑州南水北调配套工程 2014
年 12月 12日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同步通水、同步达效。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通水后，郑州市城市供水实
现了真正意义的双水源。

通水以来，郑州南水北调配套
工程整体运行平稳、安全，管理操作
规范、标准，水量调度科学、及时，供
水范围不断延伸，供水保障能力不
断增强，为城市输送优质水量实现
持续增加，充分发挥了南水北调工
程的供水效益和生态效益，服务了
郑州经济社会发展。2022—2023
年度，郑州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共
实现供水 7.01 亿立方米，其中生

活供水 6.26 亿立方米，生态补水
0.75 亿 立 方 米 ，超 计 划 完 成 年 度
供水任务。通水以来，郑州南水
北调配套工程累计总供水量 49.69
亿立方米，其中生活供水 42.59 亿
立方米，生态补水 7.1 亿立方米。
原规划的各受水水厂以及新增供
水目标新密和登封均保持了正常
供水，新扩展的二七区侯寨水厂、
高新区梧桐水厂也已先后用上南
水北调水，全市受益总人口超过
800 万人。同时，通过双洎河、贾
峪河等退水闸在不同时段分别向
河道下游补水，有效改善了河道
水生态环境。

郑州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累计供水近50亿立方米
全市受益总人口超过800万人

郑州经开综合保税区 A 区，工人们有
条不紊地装载货物，一辆辆货车整装待发，
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零配件等货物，即将驶
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凡持有 TIR证，经批准的车辆可在各
TIR缔约国之间便捷通关，全程不倒装不卸
货，直达目的地。”中大门国际物流服务有限
公司总裁李绍斌介绍，园区持续打通国际合
作新通道，助力“陆上丝绸之路”建设，协同

“网上丝绸之路”业务拓展，更好地促进中原
优质产品走向世界、“中国制造”走出国门。

中大门国际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是郑州经
开综合保税区A区的运营方，多年来，中大门
国际物流积极参与“空、陆、网、海”四条丝路
建设，以创新和服务在全球布局，依托“1+4”
发展模式，立足产业园招商与运营，打造物
流、商贸、金融、数字贸易全产业链，持续开辟
国际物流通道，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十年硕果累累，中大门国际物流已在
全国运营 12个基地园区，跨境新零售模式
在全国多座城市复制推广。2022 年实现
年度进出口交易额 293.17亿元。截至 9月
30日，中大门国际物流自运营的跨境电商
航空货运包机专线累计飞行 1574班，国际
TIR卡车航班已经开通 10条线路，累计发
车超 3689班次。

全球布局成效显著
10 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农田；10 年耕

耘，摇身一变成为物流产业运营服务商，越

来越多的中国民族品牌产品借助跨境电
商，通过新航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类
海外商品借助这股“东风”，“飞入”寻常百
姓家，平衡国际贸易，扩大各国交往。其高
速发展的背后藏着什么秘诀？李绍斌用两
个数字道出“助企密码”——“1+4”发展模
式。“1”是基地，是跨境电商产业园，推动
四个产业发展；“4”是指物流、商贸、金融、
数字贸易。

“‘1+4’商业模式为全国跨境电商综试
区运营提供示范样板，其运营模式已在全国
推广。”李绍斌介绍，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努
力，中大门国际物流已形成以物流为引擎，
立足于跨境电商产业园，融合商贸、物流、金
融、数字贸易的全产业链，为政府、市场、消
费者提供服务。业务涵盖跨境电商产业园
运营、国际快运、国际快递、数字贸易、金融
服务及跨境商贸业务等。以郑州为中心，在
全球建立物流、商贸供应链体系，实现72小
时全球配送，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目前，中大门国际物流以郑州为中心
基点，在“一带一路”核心物流节点、南向通
道、自贸特区、东北亚中心布局基地园区，
提供跨境电商产业园代运营、园区招商、政
策创新、保税存储、物流分拨、仓库租赁、企
业孵化与咨询、货运代理、供应链服务、展
览展示、跨境技术系统服务等。国内代运
营郑州、驻马店、沈阳、银川、南宁、呼和浩
特、乌鲁木齐、南阳、塔城、贵阳等 12 个产
业园区，（下转二版）

郑州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的
成绩单昨日发布。投资增速扭转自
二季度以来的不利局面，呈现一路
向上的良好势头。

来自市发改委的数字显示，1~9
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2%，
分别较全国、中部地区高出 0.1、4.1
个百分点，较上半年提高 3 个百分
点，其中，三季度当季增速 10.9%，9
月份当月增速13.8%。

大项目加速建设强势带动，一
二产业投资高速增长，投资结构持
续优化。利好因素叠加发力，合力
推动我市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加速上扬。

工业投资保持强劲势头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市第一、

二产业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其中，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8.4%，第二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8%。

工业投资延续良好态势，继续
保持强劲势头。前三季度，全市工
业投资增长 26%，不仅有比亚迪、
尊绅光电、超聚变总部等工业大项
目的持续拉动，上汽动力电池、三
全港区工业园、盒子汽车等一批大
项目也开工入库，成为带动增长的
新生力量。

基础设施投资扭负为正。基础
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4%，扭转了今
年4月份以来持续负增长态势，增速
分别比上半年、1~8 月提高 13.4 和
4.1个百分点。

进入下半年，随着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等轨道交通规划工
程、新 G107 郑州境（S312 至 S225
段）快速化改建工程、新龙路道路

工程等年初开工项目施工量逐步
放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呈现明
显的爬坡上行态势。其中，常庄
水库加固提升等一批水利工程快
速推进，带动水利基础设施投资
高 速 增 长 96.9%，较 去 年 提 高 32
个百分点。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前三季
度，全市高技术产业、高技术制造
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
长32.5%、39.4%、24.4%。工业技改
投资同比增长17.9%。

大项目担起投资增长主动力
抓项目、强投资。前三季度，

项目加速落地开工建设的好局面，
支撑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扬的
好势头。

（下转二版）

大项目带动投资增速稳步向上
——郑州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势头良好

本报记者 侯爱敏

始自郑州 服务全国 连通世界

中大门国际物流辐射全球
本报记者 王译博 董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