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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

从一粒米，思虑“中国粮食，中国饭

碗”的战略安全，警示“不能轻言粮食已

经过关了”。今年全国两会“下团组”，

习近平总书记的忧思跃然纸上：“粮食

安全是‘国之大者’。”“谁来养活中国？

中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

从一滴水，看到“民生为上、治水为

要”的治国方略，这几年走遍了黄河上

中下游：“水安全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灰

犀牛’。”

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这

是“ 下 团 组 ”时 又 一 个 常 说 常 新 的 话

题。早在 2013 年全国两会，首次看望

参加政协会议的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

到 的 就 是 科 协 、科 技 界 委 员 联 组 会 ：

“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

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承认差距、密切跟

踪、迎头赶上，走自主创新道路，采取

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涉及未

来的重点科技领域超前部署、大胆探

索，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

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

引领作用。”在国际形势愈加波谲云诡

的今天，在中国的自主创新已然由量

变到质变的今天，世界更深刻读懂了

一个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

患的政党。

人才是创新的主角。

“创业十多年，前面七八年比西天

取经还难，年年亏损；最近几年才腾云

驾雾。”2018 年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审

议时，来自猪八戒网络公司的朱明跃代

表讲得生动。

“开始那几年，有没有过回高老庄

的想法？”习近平总书记风趣问道。

笑声里，总书记一语双关地指出：

“猪八戒啊，虽然意志不坚定，但仍然不

忘初心。”“创新驱动是国策。只有新旧

动能真正实现历史性转换，中国才能真

正强大起来。”“中国的发展复兴，要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天行健自强不息。”

危机相伴，时势变迁。从更宏阔的

时间坐标上去看，“我们现在都是在一

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

几年前有次“下团组”，习近平总书记

想起一个小故事。去欧洲访问，一位政

要 好 奇 询 问 ：“ 你 们 平 常 用 手 机 支 付

吗？”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

领时代，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他们感

慨，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

五千年文明、960 多万平方公里、14
亿多人，这是观察中国的宏阔时空观，也

因此更强调“不可能凭着一招鲜立国”

“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绝对要靠自己”。

走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不是

我们困难的时候才搞‘双循环’，就是平

时，‘双循环’也是最稳定、最可靠的经

济布局。我们一定要有底线思维，安不

忘危。”

这是中国的战略远见。

破与立
“不能把手里吃饭

的家伙先扔了”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在北京拉开帷幕。“APEC 蓝”一

词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第二年的全

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谈及此事：“当时

我就在欢迎宴会上对大家说，这并不是

一去不复返的短暂蓝天，未来北京将会

有持久的蓝天。”

时间来到了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是一个缩影。“绿色办

奥”的生动脚本，令世界惊叹。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农业界、社

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联组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感言：“北京冬奥会是很给力的，

有很多方面是要载入史册的。双奥城，

这是独一份。我看还有声音说，首钢大

跳台是不是在核电站搞滑雪？他们恰

恰不知道这是绿色转型，我们是钢铁产

业转型变成了体育产业。”

时间是最大的变量。

曾 几 何 时 ，风 起 云 涌 的 经 济 大 潮

中，很多人将生态和发展视为一道非此

即彼的选择题，陷入了生态恶化、发展

难以为继的泥潭。

习近平同志在早年间就看到了另

一个破题思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蕴含历史远见的战略判断，在十

几年后的今天，成为响彻中国大地的嘹

亮声音。

破题、解题，一切从人民需要出发。

破的首先是观念。“乌梁素海我作

过多次批示”“腾格里我也批示过。把

污染物都倾倒到沙漠里，这个事我狠狠

地敲打过。”总书记直击要害。

立的也首先是观念。山水林田湖，

从新增一个“草”字，到再添一个“沙”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理念不断丰富。一体化推进、一盘

棋布局，人与自然的故事在中华文明中

源远流长，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

大江南北、万众一心的共同讲述。

这十年，适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适逢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的大跨越。历史发展的巨

大惯性，注定过往的经济结构、发展方

式、思维观念，会向前“滑行”一段路。

有的领域，要大破大立。

“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要做好‘加

减乘除’。现在加法多，其他少，亟待

补课。”

“结构调整一定不要搞相濡以沫，

让‘僵尸企业’苟延残喘。一定要腾笼

换鸟，最后达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

境界。长痛不如短痛。”

字字铿锵！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生动勾勒了将一艘巨轮调转航道、转变

发展方式的清醒和坚定。

有的领域，是破立并举、先立后破。

当领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矢志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

习近平总书记注意到了踩“急刹车”、搞

运动式“降碳”的苗头。今年全国两会

“下团组”，他警醒各地：“不能把手里吃

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

没拿到手，这不行。既要有一个绿色清

洁的环境，也要保证我们的生产生活正

常进行。”

全局之计，长远之策。中国在走什

么样的发展之路面前，有着超乎寻常的

精准考量和长远布局。

“非不能也，而不为也。”这句话，指

向的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增速，要辩

证把握速度和质量的关系。

2020 年“下团组”时，习近平总书记

一 锤 定 音 ：“ 着 眼 点 着 力 点 不 能 放 在

GDP 增速上”。

到了 2021 年全国两会，总书记再

次谈及这一话题：“我们定今年经济增

速预期目标时留有余地，这样可以把更

多精力用到高质量发展上。”

改革，何尝不是破立并举的大手笔。

就拿教育改革为例。2021 年全国

两会，习近平总书记说到教育公平，坚

定地表示：

“我们来共同关心这些教育问题。

教育改革还是要继续啊，正在进行时。”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打着

教育旗号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紧盯

不放，坚决改到位、改彻底。”

根脉与枝叶
“中华民族的基因

就流淌在血液里”

2015 年全国两会，在民革、台盟、台

联联组会上，冯巩委员发言时建议构建

闽南文化带，他以自己用闽南语唱歌受

到同胞厚待的故事为例，感慨“乡情乡

亲的感召力”。

“你有没有说过闽南语有关的相声

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问。

“今年春晚就有说。但走出去，闽

南语唱歌更受欢迎。《世界第一等》《流

浪的心情》《爱拼才会赢》一唱，都不让

下台。再来一段高甲戏片段，直接请去

吃宵夜了。”

笑声里，在福建工作的悠悠往事静

静流淌：“大陆去台的以闽南地区为主，

讲的就是闽南话。就像山西的老槐树

一样，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南文化

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大有文

章可做。”

“我在福建待了 10 个年头，很多台

胞对我说，‘如果说台胞不是中国人，就

像说孔夫子、关老爷是外国人一样，我

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发展两岸关系，

这个基本面必须考虑进去。”

共 同 的 历 史 淬 炼 ，共 同 的 土 壤 滋

养，共同的情感积淀。“不要说台湾了，

就算是世界上很多华人华侨不会说中

国话，但还是有一颗中国心，因为中华

民族的基因就流淌在血液里。”

历史和现实已然证明，每到重大关

头 ，文 化 都 能 感 知 国 运 之 变 、时 代 之

潮。2018 年全国两会“下团组”，有委员

作了题为《用经典作品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感触颇深，

讲述了他所思考的文化自信：

“我们现在是距离中华民族文化复

兴最近的一个时代。我们自信起来了。

人们怎么想问题，都跟五千年文化积淀

下来的基因血脉有关。自己的宝贝还得

自己识宝，自己不要轻慢了。我现在送

国礼，很喜欢送孙子兵法、论语，中外文

对照的，外方政要也很喜欢这些。”

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

尚和合、求大同，璀璨厚重的中华文化

深刻影响了今天、启迪着明天：“我们对

于 时 间 的 理 解 ，都 是 以 百 年 、千 年 来

计。我们谈规划，都是放眼长远，‘十三

五’、‘十四五’、两个一百年……”

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再到文化自信，还有后来提出的历史自

信、历史主动精神，万物有所生，而独知

守其根。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脚下这块生

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延续着千百年的熙

熙攘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

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想起一件小事：

“过去穷，问吃饭了没有，都是问喝

汤了没有？吃不了几顿干的。”

掌声、笑声激荡，总书记继续说道：

“勤俭节约的习惯应该保留下去。我家

里到现在啊，盛在碗里的，一个饭粒都

不能丢了。从我父亲那时候传下来，糟

蹋粮食良心上要受指责的。我国农耕

文化历史悠久，家庭为本、邻里和谐、勤

俭持家等，这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文

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抱在一起的缘由。”

2021 年，在医药卫生界、教育界联

组会上，委员们纷纷感言，疫情之下中

国交出一份令世界瞩目的答卷。

总书记由此感叹：“这不仅是一时

之运，还有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现在这一代年轻

人，也在变化之中，他们的心态、思想也

在改变。”

忆往昔，思绪万千。“70 后、80 后、

90 后、00 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

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

我们当年那么‘土了’。这就是自信。”

自豪笑容里，是一代代中华儿女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苦干实干，是亿万人民

的豪情壮志。

敬畏与无畏
“我们追求实实在在

没有水分的发展”

2017 年，全国两会。辽宁代表团审

议时，关于向经济数据弄虚作假开刀的

事，有代表直言不讳。

“就 是 忽 悠 自 己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语重心长：“把数字誊清、见底、挤干水

分，虽然你们拿出来的数字好像不太好

看，但我觉得实际上很好看。”

掌声如雷。总书记环顾会场：“这

是光明磊落的数字。党中央支持你们

这么做。真正凭着真抓实干、锲而不舍

努力把经济搞上去，不耻落后。就是鲁

迅讲的，中国人的脊梁。我们追求实实

在在没有水分的发展，要经得起实践、

经得起人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

生生不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正是共

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坚持自我革命”，

郑重写入百年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

决议出炉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重温

了发生在 1945 年陕北黄土地上的“窑

洞之问”：

“ 我 们 党 没 有 任 何 自 己 特 殊 的 利

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

源、底气所在。”

不私，而天下自公。“下团组”时一

句句雷霆万钧、一字字响鼓重锤，底气

正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的人间正道：

“让不作为的人坐不稳，让忽悠的

人没前途，让跑官要官的人没市场，让

买官卖官的人受严惩”；

“当共产党的官，当人民的公仆，拿

着国家资源去搞行贿受贿、去搞权钱交

易，这个账总是要算的”；

…………

“这个账总是要算的。”2021 年全国

两会，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这句

话，在山川河谷间久久激荡。两会前，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给党中央递交了一

份《关于开展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

题专项整治情况的报告》。对腐败的增

量和存量，总书记讲得十分透彻：“坚决

零容忍”“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一年后，再到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

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谈到同一个话题，

追问进展。向后看，要“倒查二十年，彻

底揭开区域性、系统性腐败的盖子”；向

前看，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坚持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心有所畏，方能行有所矩。

“怎么老抓？没完没了。”对这样的

声音，习近平总书记一锤定音：“只要存

在就没完没了，就是要永远进行时。”清

醒而坚定，无私而无畏。

2018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从八项规

定说起，他忆起渣滓洞白公馆内，革命

先烈用生命写下的“狱中八条”。

“我反复看，看了以后沉思良久。在

生死关头、危在旦夕之际，想到的是党的

事业。他们提出八条，意在警示后人，一

个政党的思想道德建设是多么重要，一

个共产党的道德情操是多么重要！”

时间长河奔涌，信念之火永存。中

华民族跨越百年的长途跋涉，是感天动

地的红色足迹，有无数英雄的无畏抉

择、勇毅坚守。

2019年两会“下团组”，习近平总书记

动情讲述了一位老将军骨灰撒到战场上

的遗愿。“血战湘江，很多战友都牺牲了。

他说，死后要同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这个感情在我心里，久久放不下。”

煌煌党史，壮歌慷慨！习近平总书记

语重心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我

们的初心是什么？上海石库门、南湖红

船，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4 年抗战、历史

性决战，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

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十年的两会故事，凝结了多少奋斗

跋涉，汇聚着多少梦想希望，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书写了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伟大史诗。无论雪域高原、戈

壁沙漠，无论悬崖绝壁、林区山区，再是

偏远、再是荒凉，也在同繁华都市一道，

同 步 感 知 中 国 脉 动 。 亿 万 人 民 的 声

音，直抵北京；亿万人民的期盼，牵挂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中，写入党和国家

的文件政策里，落实在 960 多万平方公

里的大地上。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每个人

都是这场伟大史诗的见证者、参与者、

书写者。

投资，在稳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围绕国家重大

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适度超前开

展基础设施投资”，“要优化投资结构，

破解投资难题，切实把投资关键作用发

挥出来。”

如何用财政手段打造撬动社会投

资的“支点”？如何以开发性金融化解新

型基础设施融资的“难点”？如何通过资

本市场创新疏通传统基础设施资本循环

利用的“堵点”？记者进行了采访。

财政手段拉动社会
投资，稳预期降门槛

北京冬奥会期间，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吸引着公众目光。据了解，国家速滑

馆是北京冬奥会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模式建设的场馆。

近年来，PPP 模式在拉动有效投资

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2021 年新型

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运输和水

利建设重大工程签约落地项目 451 个、

投资额 10941 亿元；开工建设项目 456
个、投资额 9269 亿元。

“这些项目既聚焦调结构增后劲，

又发力促消费惠民生，发挥了投资乘数

效应。”财政部 PPP 中心主任焦小平表

示，下一步将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支持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发展。

“车友们，去感受一下行驶在 5G 高

速上的炫酷吧！”去年 9 月，广西首条智

慧高速公路沙吴高速公路通车的消息，

被不少网友转帖。这条以专项债资金

作为项目资本金、吸引社会资本进行组

合融资建成的高速公路，对广西完善交

通网以及面向东盟开展互联互通等具

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得益于专项债支持，广西

交 通 建 设 快 速 推 进 —— 截 至 2021 年

底，自治区财政厅已批复开展市场化配

套融资的政府收费公路 35 条，配套融

资规模达 1300 多亿元。“新融资模式能

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

有助于减轻财政出资压力，在加快项目

落地的同时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广西财政厅副厅长王代玉说。

“目前，专项债资金可用于项目资

本金的规模占各省份专项债规模的比

例已提至 25%，能进一步带动市场机构

利用自有资金或信贷资金参与建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龙小燕

说，2022 年拟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额度 3.65 万亿元，与上年持平；2021
年 底 ，财 政 部 已 提 前 下 达 1.46 万 亿 元

2022 年新增专项债限额，推动各省份在

今年一季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河南、海南等多个省份陆续公布一

季度地方债发行计划，“从资金投向看，

今年专项债券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

能源、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

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保

障性安居工程等九大方向。要用好专

项债的这一‘杠杆’功能，稳定社会资本

预期，进一步带动有效投资，支持扩内

需、稳增长。”龙小燕说。

财政部日前表示，将坚持“资金跟

着项目走”，优化专项债券投向领域，严

格资金使用监管，不撒“胡椒面”，重点

支持在建和能够尽快开工的项目，扩大

有效投资。

开发性金融发力新
基建，融资又“融智”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滨海新城的东

南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项目土建部分

已经完工，部分机房投入使用。

“目前我们已汇集省内 17 家医院的

数据，开始为医院提供远程医疗、病例大

数据分析等存算一体服务。”福建省东南

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莉琳介绍，项目建设之初曾面

临资金缺口大、抵押物少等融资难题，幸

好国家开发银行送来“及时雨”。

“我们在搭建项目信用结构、确定

还款来源后量身定制了融资方案——

2019 年至 2024 年采取边投资、边建设、

边运营的模式。”国开行福建省分行客

户经理杨振介绍，截至目前，国开行已

对该项目发放贷款超过 4 亿元。

“融资方案分为两期。”陈莉琳解释

道，“分步走”可将已经投用部分产生的

租用收入、数据运营服务等现金流用作

还款来源，保障后续项目继续获得贷款

支持、稳步建设。

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是我国壮大经济新增长点、培

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部署。但新基建在

抵押担保、项目风险等方面与传统基建

有较大差异，普遍面临融资难题。国开

行行业二部行业二处处长侯华伟举例

道：由于数据要素商业化仍在探索阶段，

新基建的盈利模式没那么明确；除了服

务器等硬件设备，新基建建设内容主要

包括网络、算法等软设施，大多属于轻资

产，抵押担保难度较大。

侯华伟分析，新基建项目往往需要

较长市场培育周期，开发性金融注重银

政合作，更能提供长期贷款，同时还能利

用政策、专业优势，为新基建提供项目设

计、制度设计、市场培育等“融智”服务。

“2019 年以来，国开行累计发放新

基建贷款超过 350 亿元。未来，我们有

信心加大对新基建的融资支持力度。”

侯华伟说。

基础设施领域不动
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稳
步推进，促进投资良性
循环

“我们搭上了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头班车，这为

首钢盘活资产、打通投资良性循环闯出

了一条新路。”中航基金总经理刘建告

诉记者，以首钢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为底层资产的“中航首钢绿能 REITs”
在深交所上市后，企业募集到资金 13.38
亿元，将逐步投资建设新的环保类基础

设施项目。

我国拥有大量优质基础设施资产，

但过去这些项目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大

多只能依靠负债方式获得资金支持。

2020 年 4 月，证监会和国家发改委联合

启动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工作。去年 6
月 21 日，首批基础设施 REITs 在交易

所顺利上市。

“基础设施 REITs 是指通过证券化

的方式将具有持续稳定收益的不动产

转化为可上市交易、流动性高的资产支

持证券。”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监管

一处处长闫云松介绍，从首批试点项目

看，各类社会资金尤其是长期资金积极

参与投资；参与试点企业盘活了存量资

产，降低了负债水平，将收回资金作为

项目资本金积极投入同类、同质基础设

施资产的投资建设中，加快了投资资金

周转，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

循环。

“‘招商蛇口产业园 REITs’不仅帮

我们打通重资产资本化退出的渠道，还

有利于促进我们轻资产运营管理能力

提升和业务规模化发展。”招商蛇口总

经理助理兼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余志

良说，企业从重资产中退出的资金可以

用于投资或并购更多的工业园区，再与

REITs 协 同 ，形 成 规 模 效 应 和 良 性 循

环，有助于经营管理降本增效，形成原

始权益人、投资者的共赢局面。

根据证监会数据，截至去年底，已

有 11 只基础设施 REITs 在证券交易所

公开发行上市，涵盖产业园区、高速公

路、仓储物流、污水处理等资产类型，合

计募集资金 364 亿元。闫云松介绍，后

续将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风电或光

伏、水力发电、城镇供热供水等行业参

与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优先支持有利

于实现“双碳”目标、增强科技创新能

力、改善民生类的基础设施项目。

增强“杠杆力”、服务新基建、盘活不动产—

稳投资，财政金融如何发力
本报记者 曲哲涵 赵展慧

3 月 14 日 ，在 安

徽芜湖的长江边，安

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

司的施工人员在 270
米高空中进行特高压

输电线路跨江作业。

当 日 ，白 鹤 滩 —

江 苏 ± 800 千 伏 特 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安徽

段跨越长江放线工程

完成最后 6 根导线的

展放，标志着特高压

“白江线”安徽段长江

大跨越线路贯通。

该 工 程 是 我 国

“西电东送”的重点工

程，是促进国家能源

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

的清洁能源项目。工

程投运后，每年输送

电力将超过 312 亿千

瓦时。

郑贤列摄

（影像中国）

跨
江
作
业

■经济新方位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