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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让现代

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这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方向，中国平安集团党委积极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深学细悟、

学以致用，引领中国平安改革发展迈

进新征程。

践行“金融为民”理念

民 惟 邦 本 ，利 民 为 本 。 自 1988
年成立以来，中国平安坚守服务国计

民生的立业初心，践行“金融为民”理

念，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从创业初期打破财产险市场传

统局面，到把生命保障意识引入人身

寿险，到逐步开拓“一个客户、多种产

品、一站式服务”综合金融模式，中国

平安 35 年不断壮大的发展历程，是

不断满足人民对金融需要、持续谋求

人民幸福的实践之路。

中 国 平 安 的 服 务 对 象 ，包 括 客

户、员工、股东及社会各界。中国平

安的四大使命是：为客户创造价值，

服务至上、诚信保障；为员工创造价

值，生涯规划、安居乐业；为股东创造

价值，稳定回报、资产增值；为社会创

造价值，回馈社会、建设国家。四大

使命全面履行、综合平衡，实现企业

的长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服务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永不

干涸，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

深做实，金融工作才能交出令人民满

意的答卷。

基于对中国亿万客户的长期洞

察，中国平安确立了“综合金融+医

疗健康”双轮并行、科技驱动战略。

秉持“专业，让生活更简单”的品牌理

念，以客户对高品质综合金融和医疗

健康服务需求为依归，中国平安打造

专业的金融顾问、家庭医生、养老管

家，为客户提供丰富的产品与服务。

在此基础上，中国平安聚焦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大众创造更大价

值。为满足新市民的金融需求，创新

推出一揽子专属产品和绿色通道。平

安产险为外卖骑手、家政人员等设计

务工意外险；平安寿险创新“费用支

付+就医服务”一体化医疗解决方案；

平安养老险为 5000 万参保人提供惠

民保业务，让新市民共享发展成果。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中国

平安不断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加快数

字化转型。平安银行依托卫星技术

搭建“星云物联网平台”，帮助中小微

企业便捷融资，截至 2022 年 9 月末，

相关融资额累计超 5500 亿元。

提升服务能力
和覆盖广度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平

安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

金融服务能力和覆盖广度，推动高质

量发展。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以金融

支持稳增长。中国平安充分发挥综

合金融优势能力，将更多资源配置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点 领 域 。 截 至

2022 年底，累计投入逾 7.89 万亿元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覆盖能源、交通、

水利等重大基建项目。

拓展医养服务深度、广度，以创

新提质增效。为落实“健康中国”战

略，中国平安打造“保险+健康管理、

居家养老、高端养老”三大康养业务，

提供一站式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截

至 2022 年 9 月末，超过 1.46 亿的平安

客户使用了医疗健康服务，居家养老

服务覆盖 32 个城市。

接力推进乡村振兴，探索“三农”

金融样本。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中国

平安用足金融力量，截至 2022 年末，

累计投入超 650 亿元资金帮扶乡村

产业发展。平安产险以“振兴保”产

业模式，在 18 个省份助力 28 万农户

稳步增收。

践行绿色金融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中国平安全面升级绿

色金融行动，截至 2022 年 9 月末，绿

色投融资规模 3198 亿元，绿色银行

类业务规模 1842 亿元，环境类可持

续保险保费 1105 亿元。

面向新征程，中国平安将坚定不

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守正

创新、积极作为，让金融创新成果惠

及更多客户。

（作者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让金融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客户
马明哲

前不久，“2022 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

县（市）”榜单公布，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位列

第九十六位，成为全国 97 个原中央苏区县中

唯一入选县。

老区苏区，多是欠发达山区。地处闽西

南山区的上杭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原中央

苏区，上世纪 90 年代还是国家级贫困县。从

山区贫困县到全国百强县，上杭为什么能？

发挥优势，促进产业
集群化、链条化

上 杭 多 山 ，蛟 洋 工 业 区 就 在 大 山 怀 抱

里。因铁路运输便利，园区早年引来紫金矿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矿业”）

旗下的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打下了县里的工

业基础。可上杭人并不满足：能不能将铜冶

炼的副产品硫酸“变废为宝”？

华祥斌从中看到了机会。园区产硫酸，

周边有萤石矿，他顺势而为做起了氢氟酸，此

后又继续向下游迈进——围绕含氟材料，从

基础化工领域进军电子级化学品领域。

如今，由华祥斌任董事长的福建德尔科

技有限公司，已是国内品类最齐全的含氟电

子制造企业。“当前市场供不应求，我们正忙

着扩大产能。”华祥斌说。

华祥斌的“跨界”轨迹，勾勒出蛟洋工业区

产业集群的发展逻辑：金铜板块从最初的铜冶

炼向精深加工延伸；为“吃干榨净”副产品硫酸

引入磷、氟等化工产业，此后又立足磷、氟材

料，切入新能源材料和半导体材料领域。

“园区内，企业上下游关系紧密，集聚效

应明显。2022 年，园区实现产值 483 亿元，税

收 13 亿元。”上杭县蛟洋工业区管委会主任

郭 东 亮 介 绍 ：“新 项 目 产 能 还 在 加 速 释 放 ，

2025 年产值将超过 800 亿元。”

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推动产业集群化、链

条化发展——蛟洋工业区的成长轨迹折射出

上杭县的产业发展路径。上杭县委书记王波

说：县里发展底子薄，不能搞“四面出击”，而

应该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选好“赛道”，集

中力量培育产业集群。

在上杭，有招商任务的干部人手一册“招

商图谱”。图谱围绕全县金铜、新材料、建筑

三大主导产业绘制产业链示意图，每个产业

“现在有什么、下游能做什么、未来能发展什

么”一目了然。

这种产业链条化、集群化的发展思路推

动上杭开启“加速跑”：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

首次突破 500 亿元，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 50
亿元，不仅连续 7 年入选福建省“县域经济实

力十强县”，还首次跻身“2022 年全国综合竞

争力百强县（市）”。

持续创新，培育发展
新动能

高过人头的金矿石标本，立在紫金矿业

紫金山矿区的一处平台上。红褐色的大石头

重达 27 吨，可其中的黄金含量也就 5.4 克。

“紫金山金矿石的含金量绝大多数在每吨 1
克以下。”紫金矿业党委宣传部部长邱志华在

一旁介绍。

上世纪 90 年代紫金山金铜矿的开发，是

上杭发展的重要节点。可外人眼中上杭人坐

拥的“金山”，彼时却因品位太低、资源量不

大，被业内视同没有开采价值的“废矿”——

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平均每吨矿石中要含

5 克黄金才有开采价值。紫金矿业靠着持续

创新，使紫金山可开发资源从 5.45 吨增长到

318 吨，实现年产黄金 18 吨。如今的紫金矿

业，已成为具有系统性自主技术研发和工程

设计及实施能力的跨国矿业企业。

依托资源而不依赖资源，立足优势而不

满足于优势，上杭在创新发展中不断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

2017年，作为全县支柱产业的金铜产业势

头依然良好，上杭县委、县政府却开始主动谋

求产业转型。“摆脱资源依赖，走上创新驱动发

展之路才是根本出路。”王波告诉记者，依托资

源禀赋、产业基础，上杭前瞻性布局发展以锂

电池材料、半导体材料为主要方向的新材料

产业。不过短短数年，新材料产业从无到有，

去年已实现产值 243 亿元，过去 3 年年均增长

超过 50%，成为上杭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湿电子化学行业，在半导体生产的刻蚀

和清洗方面非常关键。然而，高端湿电子化

学品的国产化率不足 10%。位于上杭县的福

建天甫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湿电子化学

品，公司副总经理刘奕丰说：“企业布局上杭，

最大的原因是看中了这里的配套，原料需求

在方圆百公里内都能满足。”

眼下，在上杭新材料科创谷，锂电池材料

产业也正拔节生长。“一期年产 5 万吨磷酸铁

锂的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投产不久，年产 5
吉瓦时的磷酸铁锂储能电芯项目马上就要动

工。”科创谷筹建办副主任陈冬华说：“上杭已

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锂电池材料产业链，我们

不担心好项目不来。”

积极谋划，营造更优
营商环境

一期厂房交付比预计提前了 3 个月，二

期用地手续办理之快也超过了预期……进驻

上杭两年多，福建晶旭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孟源收获了不少惊喜。

这家从外省落户的半导体科技企业，多

年深耕材料制造领域。“县领导每隔几天就会

有电话关心，主动约着见面探讨问题。”王孟

源感慨，论政策、比实力，上杭未必能及沿海

发达地区，但在这里能切实感受干部干事创

业的那股劲。

谋划产业布局，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

发展，既要有干劲，还得敢用劲、会用劲。

看准了方向敢用劲——

2016年从氟化工领域进军锂电池材料，华

祥斌起初心里也没底：“资金实力有限，市场前

景似乎也并不明朗”。隶属于上杭县政府的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直接参

与股权投资，让他吃下了“定心丸”。如今，这

个年产 6000 吨的六氟磷酸锂项目势头正好，

国有资本却悄然退出。“关键还是为了引导产

业发展。”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林聪说。

瞄准了目标会用劲——

与国内一家知名化工企业商谈磷系阻燃

剂项目，对方一度因原料问题担忧。“没想到

上杭在同一个园区专门配套了一个产业项

目，每年可产氯气 3 万吨。”福建新安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揭少卫说：“这是把服务

做到了企业的心坎上。”如今，一期年产 9 万

吨的磷系阻燃剂项目进展不断加快，预计今

年年中可投产。

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

紫金矿业位列世界 500 强，上杭县政府

是其最大的单一股东。体量巨大的县属国企

该 怎 么 管 ？ 上 杭 县 坚 持“管 大 、放 活 、守 底

线”，既切实履行好大股东责任，又不干预公

司的日常投资决策和生产运营。“紫金矿业能

够取得这么快的发展，公司体制机制发挥了

根本性作用，上杭县充分授权，董事会专业、

高效，形成了市场化的管理机制。”邱志华说。

老区不老、风华正茂。王波说：“未来，我

们将持续推进老区苏区振兴，为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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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闽西南山区的福
建省上杭县是著名的革命
老区、原中央苏区。

近年来，当地摆脱资源
依赖，不断推 动产业 集群
化、链条化发展，并顺势发
展新材料产业，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从山区贫困县成为
全国百强县。在谋划产业
布局、服务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上杭持续发力，走出了
一条有特色的老区苏区振
兴发展之路。

本报北京 2 月 13 日电 （记者丁怡

婷）记者从国家能源局 13 日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2 年，全国风电、光伏

发电新增装机突破 1.2 亿千瓦，连续三年

突破 1 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风电、光

伏发电量首次突破 1 万亿千瓦时，达到

1.19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 13.8%，接近全国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

可再生能源竞争力不断增强。国家

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

大鹏介绍，当前，陆上 6 兆瓦级、海上 10
兆瓦级风机已成为主流，量产单晶硅电

池的平均转换效率达到 23.1%；光伏治

沙、农业+光伏、可再生能源制氢等新模

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分布式发展成为风

电光伏发展主要方式，2022 年分布式光

伏新增装机 5111 万千瓦，占当年光伏新

增装机 58%以上。

可再生能源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

位。我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

齿轮箱等关键零部件占全球市场份额

70%。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为全球减

排作出积极贡献，2022 年我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国内二氧化碳排放

约 22.6 亿吨，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其

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 5.73 亿吨，合计

减排 28.3 亿吨，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

源折算碳减排量的 41%。

新型储能具有响应快、配置灵活、建

设周期短等优势，可在电力运行中发挥

顶峰、调峰、调频、爬坡等多种作用，是构

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副司长刘

亚芳介绍，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已投运

新型储能项目装机规模达 870 万千瓦，

比 2021 年底增长 110%以上，平均储能

时长约 2.1 小时。从 2022 年新增装机技

术占比看，锂离子电池储能技术占比达

94.2%，仍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新增压缩

空气储能、液流电池储能技术占比分别

达 3.4%、2.3%，占比增速明显加快。此

外，飞轮、重力、钠离子等多种储能技术

也已进入工程化示范阶段。

随着我国电力行业电源结构、网架

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电力系统运行管

理的复杂性不断提高，对辅助服务的需

求量显著增加。提供辅助服务主体范

围包括新型储能、自备电厂、工商业可

中断负荷、电动汽车充电网络、虚拟电

厂等。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

赵学顺介绍，去年年底，我国统一的辅

助服务规则体系基本形成。通过辅助

服务市场化机制，2022 年全国共挖掘全

系 统 调 节 能 力 超 过 9000 万 千 瓦 ，年 均

促进清洁能源增发电量超过 1000 亿千

瓦时；煤电企业因为辅助服务获得补偿

收益约 320 亿元，有效激发了煤电企业

灵活性改造的积极性。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动全国统一电

力市场体系建设。 2022 年电力市场交

易规模和主体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全

国市场交易电量共 5.25 万亿千瓦时，同

比 增 长 39% ，占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比 重 达

60.8%，同比提高 15.4 个百分点。其中，

跨 省 跨 区 市 场 化 交 易 电 量 首 次 超 1 万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近 50%，市场在促

进电力资源更大范围优化配置的作用

不断增强。

“在电力交易机构注册的主体数量

首次超过 60 万家，同比增长 29%，进一

步激发了市场活力，为电力市场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全国燃煤发电机组市场平

均交易价格达 0.449 元/千瓦时，较全国

平均基准电价上浮约 18.3%，有力缓解

了煤电企业亏损局面。”赵学顺说。

去年风电光伏发电量首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1%，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3.8%

本版责编：沈 寅 吕中正 韩春瑶

2 月 12 日，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工业园区的废旧锂电池梯次再生利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建成

达产达标后，将成为集研发和生产于一体的回收基地，形成完整绿色新能源产业链，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史港泽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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