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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一城秋色浓，浦江再做

东道主。 10 月 31 日是世界城市

日。2022 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

活动，10月 30日在上海举办。

“行动，从地方走向全球”，是

本届世界城市日主题。全球发展

事业进入关键时期，贫困、疫情、

气候变化、局部冲突以及粮食和

能源安全，桩桩件件，都让 6 年前

启动的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 议 程 ——17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在推进速度和规模上，面临严

峻挑战。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

要标志，就是城市的出现。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

既是应对各类现实危机和挑战的

主要战场，也是落实全球治理方

案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

空间。人类命运和城市存续何去

何从？聚议浦江，共商对策，这是

一次国际社会聚焦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活动。

中 国 ，从 良 渚 玉 琮 、殷 墟 甲

骨，逶迤走到蓟门烟雨、花重锦

官、江城落梅以及霓虹浦江，印证

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正在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上奋力前行的中国，最深切地

懂得，城市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

动人类文明进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 2010 年 中 国 在 首 个 以 城 市 为 主 题 的 综 合 性 世 博

会——上海世博会上提出设立世界城市日的倡议，到 2013
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批准将每年 10 月 31 日定为世界城市日，

再到今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在上海举办，在人民城

市的共建共治共享方面，“中国样本”“中国故事”丰富多样，

充分展示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城市更美好

的不懈努力和大国担当。

上海正在致力于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是世界级难

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

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如何走

出这条社会治理新路子？作为从综合性世界博览会到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东道主，上海奋楫争先，持续求索，为中国乃

至全球提供生动案例和实践经验，向世界展现“中国之治”

新境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

的资源留给人民”“推进城市治理，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上海，黄浦江、苏州河的“一

江一河”滨水空间贯通，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持之以恒

30 年，依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践，历史性解决困扰

已久的民生难题，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全

面收官，居民喜迁新居；推进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一网通

办”，让数据多跑路，让居民少跑腿；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

市温度，唤醒家门口沉睡空间，“口袋公园”、休憩座椅、老房

加装电梯、15 分钟生活圈……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说：“为了

百姓感受，要用最小细节体现最高品质。”

一方面以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对标国际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加快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为我国深度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坚持人民城市属

性，既突出共享，又强调共建共治，上海正加快探索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超大

城市治理之路。

本届“世界城市日”的主题意味深长，国际社会对发挥

城市能动性充满期许。充分展示交流全球城市发展智慧，

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发展合力，城市生活终将走向更加美好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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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

见》决策部署，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连

续四年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的综合报告，分别听取审议了四大类别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是首次听取审议综合

报告。

为做好监督调研等服务工作，全国人大

常委会预算工委、全国人大财经委组成专题

调研组。10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

工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的监督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党的十九大以来，根据党中央

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的明确

要求，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监督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安排，国

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认真开展统计清

查，不断健全制度体系，持续推进重点改革，

加强基础管理工作，各方面取得良好进展。

国 有 资 产 家 底 初 步 摸 清 。 2017—2021
年，全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从 50.3 万亿元增

长到 86.9 万亿元，年均增长 14.6%；金融企业

国有资本权益从 16.2 万亿元增长到 25.3 万

亿元，年均增长 11.8%；行政事业性国有净资

产从 20.5 万亿元增长到 42.9 万亿元，年均增

长 20.3%；全国国有土地面积由 5.05 亿公顷

增 加 到 5.23 亿 公 顷 ，增 长 了 3.6% 。 2021 年

末，全国国有资本权益（含金融）112.2 万亿

元，对应 308.3 万亿元的全国企业国有资产

总 额 和 352.4 万 亿 元 的 全 国 国 有 金 融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分 别 比 2017 年 末 增 长 68.7% 、

68%、46.2%。

国有资产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在国务院

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基础上，持续完

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基本形成主要覆

盖企业、金融企业、行政事业性、自然资源等

四大类别国有资产的分类分级管理格局，国

防资产、人民银行资产等特殊类别资产依法

实行专门的管理体制。

管理情况报告制度不断完善。健全横向

协作、纵向联动的工作机制，各级政府因地制

宜建立不同形式的部门协调机制和报告编制

工作机制，并加强与人大有关工作机构的沟

通联系，共同交出了涵盖企业、金融企业、行

政事业性和自然资源等各类国有资产的全口

径家底。经过 5 年努力，基本实现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报告工作全覆盖。

国有资产管理效能进一步显现。国有资

本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聚焦战略安全、产业

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加大力度

推进国有企业重组整合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

局，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

领域营业收入占比超 70%。国有资本经营效

益进一步提高，5 年来，全国国有企业利润和

金融企业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稳步增长。

报告显示，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都

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国有资产管理的整体性、

系统性、综合性还不够，对国有资产所有权行

使、政府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责的一些基础

性、理论性问题还没有厘清。

报告提出了相关建议：夯实基础工作，进

一步摸清国有资产家底；坚持系统观念，进一

步树立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国有资产管理理

念；突出统一所有，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深

化重点改革，进一步释放活力提高效益；完善

报告制度，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治理机制。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调研报告显示

基本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全覆盖
本报记者 张天培

■深阅读·关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R

水从武夷山倾泻而下，进入福建省南平

市光泽县县城。这个地处闽江源头、武夷山

国家公园西部的小城，依水而生。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2 倍，光泽县全

流域水质常年全优，是福建省唯一全流域水

质达到国家Ⅱ类及以上标准的县。

量 大 质 优 的 水 资 源 ，如 何 变 为 发 展 优

势？近年来，当地坚持做活“水文章”，通过

“水生态银行”平台，对水资源进行集中收储、

开发、提升，在保护水质的基础上，发展出包

装水、绿色种养、休闲旅游等产业，探索出一

条水资源生态价值转化的绿色发展路子。

以水为基，打造饮用水品牌

担任光泽县水利局局长多年，陈正文对

一组数据印象深刻。

2017 年 ，陈 正 文 曾 请 人 统 计 全 县 水 资

源 利 用 情 况 。 看 到 测 算 数 据 ，陈 正 文 很 惊

讶 ——全县水资源总量 42.99 亿立方米，水

资源开发利用率不到 5%，优质水资源的利用

率几乎为零。

“水是光泽县的优势，可过去，水资源几

乎只用在了居民饮用和传统的农业灌溉上。”

陈正文说，水资源分散、开发规模小、效益低，

制约了水资源经济价值的实现。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一 湾“ 生 态

水”，如何变成“富民泉”？

摸清家底是前提。光泽县请专业团队对

全县水资源进行摸排，绘制水资源“一张图”，

并基于此制定水资源配置规划。之后，开展水

系治理、水库建设、水岸整治提升……一系列

前期工作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打牢了基础。

“ 生 态 水 ”变“ 富 民 泉 ”，转 化 机 制 是 关

键。2018 年，适逢南平市出台“生态银行”试

点实施方案，提出建立“生态银行”，整合转化

全市生态资源优势，构建资源向资产资本转

化的平台。依托优质水资源，光泽县成为“水

生态银行”试点县。

“所谓水生态银行，就是引入银行的概

念，便于对水资源进行集中开发利用。”光泽

县水利局二级主任科员吴光明介绍，“水生态

银行”可以看作一个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将

原 先 零 散 的 水 资 源 进 行 收 储 整 合 ，转 化 为

“水”产品，引入并发展“水”产业。

“水”产品从哪里来？光泽县想到的第一

个办法是卖饮用水。福建武夷山水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取自地下 266 米的花

岗岩裂隙水，经过层层过滤、包装等工序，变

成一瓶瓶饮用天然矿泉水。“单条小瓶生产线

每小时就能生产 2.4 万瓶，每年共有 10 万吨

优质水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公司综合部工作

人员叶玲介绍，水资源带来的不仅是产品，更

是品牌价值。依托光泽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优质水资源，公司打出武夷山矿泉水品牌，在

市场上很受欢迎。

以水为引，导入优质水产业

寨里镇百石村，占地 800 亩的现代渔业

产业园初具雏形。产业园上游的肖家坑水

库，来自武夷山的优质水资源缓缓汇入。经

管道运输后，肖家坑水库的水进入园区内，供

给渔业养殖和生产。

站在产业园中，泽汇渔业（光泽）有限公

司负责人谢军仍清晰记得，自己和团队发现

这片土地时的激动心情。而在此之前，他们

已经在省内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找寻了

一年之久。

泽汇渔业主打高端鳗鱼养殖。谢军介

绍，2017 年，出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开始在

全省寻找合适的鳗鱼养殖地，同时配套鳗鱼

深加工、鳗鱼饲料生产、仓储物流运输等系列

产业。

“鳗鱼养殖对水质要求很高。”谢军回忆，

在来光泽县之前，他们几乎把省内跑了个遍。

而此时，明确了“水经济”发展思路的光

泽 县 ，已 经 初 步 完 成 了 对 水 资 源 的 统 筹 规

划，正积极依托“水生态银行”平台，寻找相

关产业。

但光泽县仍有顾虑：导入水产业，必须以

保护水资源为前提。此前，当地也有渔业养

殖，但方式粗放，很容易污染水体。大规模的

鳗鱼养殖，会不会对水环境造成破坏？

“不同于传统养殖中的尾水直排，泽汇渔

业使用循环水养殖工艺，每天仅产生 5%的尾

水。这 5%的尾水经过处理，排放时能够达到

国家一级 A 类水质标准。不仅如此，由于循

环利用水资源，相比传统养殖，可以节约 99%
以上的用水量。”谢军介绍。

双方最终达成合作。

眼下，泽汇渔业的养殖车间内，首批投产

的鳗鱼就要上市。“产量预计在 5000 吨左右，

产值约 5 亿元。”谢军说。

近年来，依托优质水资源，光泽县引入多

家知名企业，发展对水源和水质要求较高的

茶叶、中药材等产业，形成了与水资源相关的

生态食品产业集群。2021 年，光泽全县工业

增加值 32.88 亿元，同比增长 8.4%，其中食品

制造业同比增长 19.8%，共带动 2.1 万人稳定

就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 15.2%。

泽 汇 渔 业 所 在 的 百 石 村 村 口 ，新 建 成

的 双 车 道 水 泥 路 宽 阔 干 净 。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高 聪 算 了 一 笔 账 ：泽 汇 渔 业 的 落 地 ，不

仅 带 动 村 子 富 余 劳 动 力 年 均 增 收 4 万 多

元 ，村 集 体 每 年 还 能 获 得 7 万 多 元 的 分

红。“更重要的是，过去的空壳村，如今陆续

有 年 轻 人 回 来 了 。”对 着 墙 上 的 村 庄 规 划

图 ，高 聪 边 比 画 边 介 绍 起 发 展 思 路 。 对 于

村子的未来，这名 1994 年出生的年轻村支

书信心满满。

以水为媒，水美乡村人气旺

距离县城不到 3 公里，鸾凤乡油溪村内，

村民傅文燕正端着盘子，在自家农家乐里忙

得不可开交。而刚刚，她还一身职业套装，带

游客在村子里参观。过一会儿，傅文燕又得

换上旗袍，登上村里晚会的舞台。

地处饶坪溪沿岸，和光泽县的其他不少

村庄一样，油溪村水资源丰富，因水而建。家

家户户门口的水缸，装着一家人的生活用水，

到河里玩水、下水捉鱼，更是傅文燕儿时喜欢

的娱乐活动。

然而，油溪村也一度面临和其他山村同

样的问题：人口外流、发展滞后，外面的发展

日新月异，而在大山深处，村里的时间像是凝

固了，少有人问津。

2017 年 ，在 福 州 工 作 的 傅 文 燕 回 村 探

亲，沿着饶坪溪转了一圈，就不想走了。休闲

广场、公园、凉亭、步道……过去河道淤积、河

岸杂乱的饶坪溪，经过整治成为一道风景线，

沿岸的村子也有了人气。

“做活水文章，我们除了发展与水直接相

关的产业，还探索以水为媒，在河道的整治提

升中，配套基础设施，打造水美乡村示范带，

让水成为造福百姓，提升人民幸福感的水。”

吴光明介绍。

2021 年，依托饶坪溪沿岸水美景观带，

光泽县将上中下游的饶坪、油溪、上屯三个村

子，打造成当地乡村振兴示范带。如今，夜晚

的饶坪溪，灯光醉人，一条集摄影、徒步、露

营、骑行、垂钓等功能于一体的水美乡村景观

带正徐徐铺展。2021 年 9 月，依托饶坪溪生

态美景，棕榈房车基地落成，进一步带动乡村

旅游发展。

傅文燕的农家乐开张了。“菜是本村菜地

里摘的，吃饭需要预订。周末一天最多能有

30 多桌客人！”说话的空当儿，傅文燕端起一

盘红烧肉。农家小院里，饭菜飘香。

“未来，我们将继续把水产业作为全县发

展的重点产业，护好水资源、做大水平台、做

强水产业、做响水品牌，让水资源真正成为泽

被子孙的幸福水。”光泽县委书记陈中民说。

本期统筹：张佳莹

福建省光泽县探索水资源价值转化新路径——

一湾生态水 化作富民泉
本报记者 王崟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福建省光泽县，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 12倍，过去水资源开
发利用率却不到 5%。现
在，当地打造“水生态银
行”，集中收储、开发、提升，
在保护水质的基础上，发展
与水相关的多样化产业。
水活了，水资源的价值转化
路径也通了。

核心阅读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里高镇螺蛳养殖基地，农民正准备打捞螺蛳。近年来，里高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户养殖螺蛳的水平，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黎寒池摄（影像中国）

本报长沙 10月 29日电 （记者孙超）第二十三届中国中

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28 日在湖南长沙开幕。本届农博会以

“品牌引领现代农业，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展览面积

9.5 万平方米，规划了农业科技种业馆、乡村振兴馆、长株潭

馆、中部省际及特色美食馆、农机装备馆、特色产业馆等展

馆。农博会期间将举办中国中部农业品牌大会等活动，同期

举办系列专业论坛和品牌推介、产品订货会和数字农业创新

发展高峰论坛。

本届农博会重点展示新时代“三农”工作新成就，聚焦农

业品牌建设、优势特色产业、现代农业科技、现代农机装备、种

业和农业配套服务等成果，积极构建政策解读、信息发布、产

销对接、产业融合、品牌孵化、对外合作等平台。

中部农博会已成功举办 22 届，成为中部 6 省份展示农业

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

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农博会在长沙开幕

本报成都 10 月 29 日电 （记者李凯旋）28 日，四川省重

点推进的重大产业项目——和邦生物年产 50 万吨双甘膦项

目在四川广安新桥化工园区开工。该项目总投资 167 亿元，

预计 2024 年底建成投产，可年产双甘膦 50 万吨，将成为全球

最大的双甘膦生产基地。

双甘膦是农药、医药、橡胶、电镀、染料行业中重要中间

体。今年以来，广安坚持以重大产业项目为抓手，持续优化投

资环境，成功招引落地了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为了让双甘

膦项目尽早落地建设，今年 4 月 18 日，广安与四川和邦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后，以清单制+责任制+时限制

“挂图作战”，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列入省重点推进项目、当

年开工“三个当年”目标。

年产 50万吨双甘膦项目在四川广安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