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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

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

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

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

培 育 和 弘 扬 中 国 特 色 金 融 文 化 这 一

重大课题，深刻阐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五个方面的实践要求，对于走好中国

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 化 是 一 个 国 家 、一 个 民 族 的 灵

魂。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

融强国，不仅要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

融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建设，也要促进

价值观、行为规范等“软实力”提升。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逐步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诚实守信，不逾越

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

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

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这五个方面的实践要求，是我们

党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认

识的进一步深化，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

金融文化指明了努力方向。

积 极 培 育 中 国 特 色 金 融 文 化 ，要

突出“中国特色”这个关键。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

丰富的道德资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养分，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的内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

重信守诺，金融行业以信用为基础，必

须始终坚持契约精神，做到诚实守信。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金融具有功能性和营利性双重特性，必

须始终坚持以义取利，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统一。“欲速则不达，见小利

则大事不成”，金融业是特殊的高风险行

业，必须始终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

主题，不能急功近利。“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创新是推动金融业前行的动

力，必须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但不能打

着创新的名义盲目铺摊子，大搞资金体

内循环、脱实向虚。“法者，天下之程式

也，万事之仪表也”，金融业与货币打交

道，天然面临着较高的道德风险、操作

风险，必须始终坚持依法经营、合规操

作，不能胡作非为、突破底线。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坚

持知行合一。要恪守市场规则和职业操

守，将诚实守信融入各项业务中，发扬铁

算盘、铁账本、铁规章精神，始终不做假

账，诚实经营，珍惜信誉，不逾越底线。

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在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实现经济

与金融共生共荣，不能唯利是图。要树

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稳健

审慎经营，既看当下，更看长远，不贪图

短期暴利，不急躁冒进，不超越承受能力

而过度冒险。要解决好金融为谁服务、

为谁创新的问题，紧紧围绕更好服务实

体经济、便利人民群众推动创新，不能搞

伪创新、乱创新。要严格遵纪守法，遵守

金融监管要求，自觉在监管许可的范围

内依法经营，不能靠钻法规和制度空子、

规避监管来逐利。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

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中国特色金融

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的 五 个 方 面 实 践

要 求 ，扎扎实实落实在本职岗位上、具

体行动中，为金融高质量发展夯实文化

之基、铸牢文化之魂。要在全社会形成

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浓厚氛围。

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全 面 推 进 强 国

建 设 、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

政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使命在肩、责任

重大。前进道路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

命担当，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断

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为全面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在 16 日至 19 日举行的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

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推动

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

作怎么看、怎么干指明方向。

连日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

家表示，要提高站位，坚定信心，实干笃

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

路，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扎实推动

金融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贡献更大金融力量。

不断深化对金融工作
本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

“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习近平

总书记就金融工作再次作出深刻阐述

和重点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

的高度重视，对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我

国金融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深化对金

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坚

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金融

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

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

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

部财政金融室主任郭威表示，走中国

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就是要做到总书记

强调的“八个坚持”，这体现了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贯通、世界观

和方法论相统一，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金融工作的政

治性、人民性，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

区别，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郭

威说。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才能确保金融工作始终沿

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工商银行公

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锋说，作为国有

大行，工行要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

人民性，依托国际化、综合化经营优势，

不断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以实际行

动为建设金融强国作出贡献。

河南省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

工业园内，利通科技生产车间一片火

热，正加班加点生产石油管出口产品。

利 通 科 技 董 事 长 兼 总 经 理 赵 洪 亮 对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

旨”深有体会：“正是得益于普惠金融的

支持，公司解决了发展资金瓶颈，实现

了石油软管领域不少产品‘从 0 到 1’的

原创性技术创新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培育中国

特色金融文化”，强调要做到“诚实守

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

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

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

郭威说，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提出

是“第二个结合”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

践和最新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

导性，将为金融强国建设创造更好的软

环境。

明确建设金融强国
的具体内涵和实践路径

去年 10 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

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系统阐释了其深刻内涵，明确“六个

强大”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并提出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六大

体系”。 （下转第四版）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金融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汇共识、聚力量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观滴水，知

沧海，看作风，两个“苹果故事”里有答案。

一个是有关纪律的“苹果故事”。

党的二十大开幕前两个月，习近平

总书记辽宁考察第一站，来到位于锦州市

的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内，习近平

总书记驻足在一面“仁义之师”的锦旗

前。锦旗背后的故事，令人感动。

那是辽沈战役期间，锦州乡间的苹

果熟了，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

渴难耐，却一个都没有摘。铁的纪律，

暖了老百姓的心。

“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我 们 现 在 也 不 能 吃 ”，因 为 这 是

人 民的苹果，是为了让群众在新时代

“吃”上更好的苹果，在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上把“金扁担”挑得稳稳的。

另 一 个 是 反 映 党 的 作 风 的“ 苹 果

故事”。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陕西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

南沟村果园。红苹果压弯枝头，习近平

总书记同老乡们亲切交流。

革命年代栽下的小小苹果苗，如今

已是延安农业第一大特色产业，种植面

积约占陕西的 1/3、全国的 1/9、世界的

1/20，销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时代，延安苹果刻印着党员干部

带领果农从脱贫攻坚到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历程。

新 技 术 入 户 不 容 易 ，咋 办 ？ 党 员

干部、农技专家一趟趟往地里跑，一遍

遍把账算给果农看；

水流不进旱窝窝，咋弄？急百姓之所

急，政策及时跟进，灌溉技术落地田间；

市场销售与风险难题，咋破？想方

设法让金融、电商、生态农业等赋能苹

果产业，以“保险+期货”创新织密稳收

增收安全网；

…………

一条苹果产业链，串起万千小农户，

融合农业与文旅，在新时代长成了“摇钱

树”，既藏着农业现代化的密码，又映照

着优良作风夯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锦州到延安，从历史到现实，“苹

果故事”紧密相连的都是“人民”，这个

词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分量最重。

时间回到 2012年。党的十八大闭幕

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

政 治 局 会 议 ，审 议 通 过《十 八 届 中 央

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的八项规定》。审议中，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

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

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

硬的八项规定，暖的贴心话语，以

“小切口”推动“大变局”，拉开了全面从

严治党的序幕。

人 们 清 晰 记 得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的十八大后首次出京赴广东考察，

不腾道、不封路、不铺红毯；赴河北阜平

考察，吃的是四菜一汤；在四川芦山地

震灾区，住的是临时板房……吃住行从

简，只为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人 们 深 受 感 动 ：2019 年 的 一 天 ，

习 近平总书记乘飞机抵达重庆，再转

火车、换汽车，一路奔波，来到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同年的一个月

内，习近平总书记四赴海外、踏上五国，

密集出席约 90 场双多边活动，连轴转

的“无我”工作状态引发网友赞叹。

用 行 动 发 号 令 ，以 身 教 作 示 范 ，

习 近平总书记为全党树立起加强作风

建设的光辉榜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反腐立规“治身”，明

理增信“治心”。从“打虎”“拍蝇”“猎

狐”多管齐下，到多项治党举措出台，一

个指向旗帜鲜明：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一个立场始终如一：利民之

事 ，丝 发 必 兴 …… 一 次 次 直 面 现 实 的

“问题清扫”，一次次党内政治生态的

“集中净化”，激扬正气惠民生、促发展。

发 展 需 良 好 环 境 ，良 好 环 境 靠 法

治，也靠干部作风。“舌尖上的浪费”“会

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等歪风刹

住了，营商环境优化了，市场理性回归

了，引导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推动企业

加大创新投入，促进政府对民生的投入

年年增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顽瘴痼

疾得到深化整治，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

建立，党员干部把更多功夫下到察实情、

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全 党正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

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以“永远吹冲锋

号”的姿态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让人民的美好生活结出更多“幸福果”。

红红的苹果，红红的初心，红红的

现在与未来。

“ 永 远 吹 冲 锋 号 ”
本报记者 姜 赟 赵梦阳

本报北京 1 月 21 日电 （记 者王

政、刘温馨）记者日前从工业和信息化

部获悉：2023 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4.6%，较 2022年提升 1个

百分点，其中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5.0%，我国制造业总体规

模连续 14 年保持全球第一。

工业生产企稳加快。重点行业生产

整体向好，十大重点行业平均增速超

5%。电气机械器材、汽车等行业生产实

现两位数增长，钢铁、有色、石化等传统

行业复苏加快，电子行业全年增长 3.4%。

多数省份工业经济稳定恢复。各

地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绝大部分省份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省份增长面较

2022 年增长近 20%。

工业投资稳中有进。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 9%，其中，制造业投资

增速自 2023 年 8 月以来呈加快态势，汽

车、电气机械器材、化工、有色金属等行

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工业经济持续

发展后劲充足。

企业效益稳步回升。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增速连续 5 个月回升，利润连续 4 个月

实现正增长，为企业扩大创新投入和再

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市场预期稳中向好。截至 2023 年

11月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 48.3万

户，较 2022年底增加 3.2万户，经营主体

不断发展壮大。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预期指数自 2023 年 10 月连续 3 个月

上升，制造业企业发展信心稳定恢复。

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 14年保持全球第一
2023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6%

新数据 新看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

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

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如

何做到灵活适度、精准有效？怎样为高质量发展营

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2023年，

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为经济回升向好创造适宜

的货币金融环境。目前，我国货币信贷总量保持合理

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企业贷款利率处于较低水平。

盘活存量、提升效能，是今年货币政策的重要发

力方向。

“我国银行体系贷款余额超 200 万亿元，社会融

资规模余额超 300 万亿元，盘活存量贷款、提升存量

贷款使用效率、优化新增贷款投向，这三个方面对支

撑经济增长同等重要。”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跨周期和逆周期

调节，平衡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

与外部均衡的关系，为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扩大

就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要更好

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着力扩

大内需、提振信心，推动经济良性循环。”中国人民银

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介绍，货币政策将从三方面

发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总量方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

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在结构方面，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

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进一步提升货币信贷

政策引导效能，紧扣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重点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 5篇文章。

在价格方面，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要强化货币政策和财政、产业、

区域、科技政策等之间的协调配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形成共

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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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年来，海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实现快速发

展，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外贸主体活力充足，呈现

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态势。2023 年海南货物贸

易进出口规模达 2312.8 亿元，同比增长 15.3%，创

历史新高。

图为近日，在海南省海口秀英港集装箱码头，

货轮在泊位上有序装卸，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一派

繁忙景象。

杨 鹤摄（影像中国）

港口作业忙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图：蔡华伟

走近“国家工程师奖”获得者

矢志创新
勇攀工程科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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