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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到吉林查干湖采访，体会到了 3
种“热”。

2009 年，第一次看查干湖冬捕，人

不多，风刺骨。马拉绞盘、冰下走网、冰

湖腾鱼，过程令人震撼。“鱼把头”石宝

柱道出热爱：“希望冬捕这项非遗能传承

下去。”

2018 年夏天，再来查干湖，泛舟湖

上。老人齐守富回忆，查干湖曾“命悬

一线”，一度水枯鱼断，治理后实现水活

鱼跃。一湖之变让他心里热乎、由衷感

慨：“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太 有 道

理了！”

今年初，又到查干湖，最直观的印象

是场面火热。游客熙熙攘攘，冰雪项目

颇受欢迎。附近的鱼产品超市大院里，

忙着装箱发货的农民杨昌旭笑着说：“俺

们现在哪儿还兴‘猫冬’啊，都忙‘冒烟’

了，冬捕季打工，一天能赚 200 元哩。”

十 几 年 间 ，查 干 湖 人 对 湖 对 渔 的

感 情 不 变 ，但 对 人 湖 渔 的 关 系 认 识 却

在不断深化。这些年，当地把资源当宝

贝，持续发力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发展

生态旅游，带富一方百姓、推动高质量

发展。

不“ 猫 冬 ”的 人 ，不 限 于 查 干 湖 周

边。随着冰雪经济快速发展、乡村全面

振兴不断推进，过去困住人们的冰和雪

成了“来钱道儿”。吉林省白山市松岭雪

村村民指着皑皑白雪说：“现在下雪不再

发愁，通过借助冰雪发展旅游民宿等，钱

包鼓起来了。”靠雪吃雪，不少农民在雪

场找到工作；还有农民拿到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变身为滑雪教练。更加稳定的

收入，不断提高的技能，让越来越多农民

看到发展前景、有了致富希望。做好规

划、优化环境，助力更多经营主体、农民

群众搭上生态经济、冰雪经济快车，大家

的奋斗动力更足了。

冬季从闲到忙，体现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折射思想观念之变。

以往，在“半年冬天半年夏”的东北大地，打麻将、唠嗑等“猫冬”方式较

为常见。如今，许多群众不仅精神上不“猫冬”，行动也更积极。农民合

作社积极发展冬季大棚种菜、采摘等产业；农村文化广场、文化馆等设

施日渐完善，更有吸引力；种植大户通过微信群，学习探讨新知识新技

术……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高涨，不断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合力。

从“躲雪猫冬”到“借雪生金”，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气象万

千。这个冬天，东北冰雪旅游火爆出圈，“白雪换白银”的文章做得有

声 有 色 。 不 仅 如 此 ，以 前 的 项 目 建 设“ 冬 歇 期 ”也 在 变 为 奋 力 赶 超

“冬忙期”。忙，展现了振兴发展的活力，也蕴藏着无限机遇。东北

地区拥有资源、生态、科研等优势，发展潜力巨大。咬定目标不放松，

敢 闯 敢 干 、苦 干 实 干 ，就 能 走 出 一 条 高 质 量 发 展 、可 持 续 振 兴的新

路子。

记者采访时，一名雪雕师傅说：“咱别超过半个小时，我太忙了。”这

是他的工作状态，也映照着东北人

时不我待、向前赶超的心态。带着

“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

感，忙起来、干起来，笃行不怠、久久

为功，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将越写

越精彩。

（作者为本报吉林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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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乡村集市里，乡亲们携幼伴老来赶集，“赶”出一种热闹

欢腾；锣鼓喧天的古老戏台上，演员们婉转吟唱好戏连连，“唱”出一腔

乡土情怀；觥筹交错的长桌宴席间，亲朋们欢聚一堂共享佳肴，“品”出

一味烟火家常。节日期间，各种形式的乡村文化产品琳琅满目，唤起人

们的乡土乡情。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文化权益，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推进，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的供给不断增加，但高水平、高品质的公共文化供给仍相对缺乏。

近年来，各地在繁荣乡村文化生活上持续发力，努力以高品质文化产品

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提升乡亲们的文化获得感。在浙江，古色古香、气

韵独特的文化礼堂为村民学文化、树新风提供便利；在安徽，功能齐备、

设计新颖的农家书屋成为当地村民长知识、闯市场的“加油站”。随着

各种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乡村公共文化设施与服务不断完善，为村民

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也让乡土乡情有了更多切实可感的安放

空间。

当前，农村群众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品位不断提升。有效解决乡村

文化供给“好不好”“准不准”的问题，要进一步挖掘文化特色，注入饱含

乡土味的精神文化养分，在引发共鸣和共情上下更大功夫。比如，一些

拥有别样文化体验的传统村落，吸引了不少人前去旅游。今年春节期

间，一些人来到云南深山的直苴村体验当地彝族民俗。这里每逢春节

都会举行盛大的“赛装节”。衣袂飞扬、色彩斑斓，融合彝族传统刺绣与

现代时尚元素的“赛装节”走进越来越多人的视线，频频登上国际大舞

台。不论是云南的“赛装节”，还是贵州的“村 BA”、内蒙古的冰雪“那达

慕”，这些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特色的乡村品牌活动，都找到了传统文

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连接点，让乡土文化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吸引不同

年龄、不同背景的人沉醉其中。

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通过

文化惠民，将精神食粮送到田间地头，还是鼓励创新，挖掘乡土文化的

发展潜力，都有助于丰富乡村高品质文化供给。放眼未来，要持续提升

软件硬件、创新内容形式，更好回应广大人民群众饱满的文化热情，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乡土文化之美滋养更多人的

心灵。

让乡土文化之美滋养更多人
曹怡晴

【现象】安徽省蚌埠市推动天河湖生态

环境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融合发展，开展

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同时带动周边村庄综合

开发；山东省日照市实施水库流域生态保

护与产业发展项目，打造生态保护与生态

农业、渔业、旅游等融合发展的特色生态产

业 区 …… 近 年 来 ，生 态 环 境 导 向 的 开 发

（EOD）模式在全国多地试点，取得积极进

展。2023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等 4 部门联合印发《生态环

境 导 向 的 开 发（EOD）项 目 实 施 导 则（试

行）》，积极稳妥、规范有序推进 EOD 模式

创新。

【点评】

如何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路径？EOD 模式是有益的探索。

EOD 模式，是指通过产业链延伸、组

合开发、联合经营等方式，推动公益性较强

的生态环境治理与收益较好的关联产业有

效融合、增值反哺、统筹推进、市场化运作、

可持续运营。通俗来讲，就是把生态环境

治理项目与关联产业“打包”开发，让市场

化主体把这些产业未来的收益提前投入生

态环境治理中去，再通过后期的产业价值

增值，把治理成本收回来。

生态环境治理属于公益性事业。目

前，相关投入主要靠政府财政资金，多元参

与的市场化机制尚不健全，面临着总体投

入不足、投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近年来，

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实施两批 94 个

EOD 试点项目，带动相关企业、金融机构

等多元主体参与生态产品经营，破解生态

环境治理融资难问题，取得明显成效。比

如，江苏对 EOD 项目优先提供“环保贷”

“环保担”支持，广西推出绿色金融产品“生

态贷”，安徽、福建等省份对 EOD 项目予以

绿色金融倾斜支持，优先给予要素保障。

此外，多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积极推进生

态环境治理项目融资，助力绿色发展。进

一 步 健 全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的 市 场 化 机 制 ，

做 好 生 态 产 品 经 营 开 发 ，可 以 更 好 地 吸

引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实 现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高

水 平 保 护 和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良 性

循环。

也要看到，EOD 模式综合性强、实施

周期长、要素要求高，具有一定的门槛和严

格的适用条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有条件

的地方可以积极探索，不具备条件的也不

能硬上。一方面，要做好可行性评估，有效

识别发展空间大、市场预期好、项目收益

佳、反哺能力强的优势产业，最好不依靠政

府资金投入即可实现项目资金自平衡。另

一方面，要选择对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支撑作用大、实施必要性强、工作基础好、

生态环境效益显著的公益性生态环境治理

内容，并健全跟踪评估机制，加强项目监管

与社会监督，确保项目实施后生态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并持续向好。

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新征程上，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

市场化方式反哺生态环境治理，定能更好

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不断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寇江泽

■新论R

■人民时评R

深化金融体制改
革，推进金融安全网建
设，不断提升金融监管
的能力和水平，全力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底线

坚持底线思维、增
强忧患意识，着力打造
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
体系，构建强大的金融
监管，不忽视一个风
险、不放过一个隐患

咬 定 目 标 不 放
松，敢闯敢干、苦干实
干，就能走出一条高
质量发展、可持续振
兴的新路子

■新知R

家家有本账，国家也有。“国家账本”通

常包括“四本账”，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

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

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

预算。

作为落实国家战略、增强政府宏观调

控能力的重要力量，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

实施情况，与民众福祉息息相关。财政部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 6744 亿元。其中一部分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剩下的部

分 用 来 支 持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发 展 、调 整 国

有经济布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涉及主

体 多 、金 额 大 ，普 惠 效 应 显 著 ，算好这本

账意义重大、影响广泛。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从完善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机制、

提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效能、完善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工作等方面做出部

署。一系列改革举措出台，有助于更好发

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宏观经济运行、优

化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控作用。

账本，一收一支是关键。围绕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支进行改革，通过完善制度、设

定目标、明确步骤，来提高公开透明程度，才

能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功能作用。

收，要应收尽收，确定恰当比例。一些

国有企业未被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覆盖

范围是个老问题。本次《意见》的一大亮点，

就是有序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

围，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应纳尽纳。截至目

前，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监管的中央企业

已全部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覆盖范围。

面向谁收很重要，收多少同样关键。

收多了，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收少了，

不能充分体现国有资本收益应由全民共享

的特征。目前，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收

取比例是 2014 年确定的。一共分为五档，

第一类企业为 25%，第二类企业为 20%，第

三类企业为 15%，第四类企业为 10%，第五

类企业免交当年应交利润。完善国有资本

收益上交机制，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管理，才能做到“收得恰当”。

支，要优化结构，提升资金效能。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既要支持企业发展，强化支

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本金注入；也

要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体现全

民共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夯

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还要聚焦关键领

域和薄弱环节，增强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的财力保障。强化支出预算审核和管理，

坚持政策导向，区分轻重缓急，提高资金配

置效率，才能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对重要行业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更好保

障国家战略、安全等需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要算长远账、

综合账。一直以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

金该怎么花、成效如何，缺乏有效的评价机

制。《意见》提出，探索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整体绩效评价。以科学方法强化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审核、管理、评价，有助于增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安排使用的科学

性、有效性和精准性，全面提升政策效能和

资金效益。

《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末，基本形成

全面完整、结构优化、运行顺畅、保障有力

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届时，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的功能定位将更加清晰，对宏

观经济运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控作

用将更加有效，收支政策的前瞻性、导向性

将更加彰显，支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资本金注入渠道也将更加畅通稳定。

算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本账
李心萍

以科学方法强化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审
核、管理、评价，有助
于增强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资金安排使用的
科学性、有效性和精
准性

河南省信阳市袁湾水库工程建设工

地，防渗墙钢筋焊接施工现场焊花四射；

湖 北 省 宜 昌 市 宜 昌 北 站 项 目 建 设 工 地 ，

混凝土泵车对高架候车层顶板进行浇筑施

工……新春伊始，各地加快推进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建设，拉动有效投资，着力扩大国

内需求。

这正是：

春回大地活力旺，

重大工程建设忙。

开拓奋进加油干，

拉动内需稳增长。

徐 之文

本版邮箱：rmrbpl@163.com （来稿请注明栏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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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11

新春走基层

图为巢马城际铁路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主汊航道桥建设现场。

张明伟摄（影像中国）

完善金融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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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金融强

国应当具备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其中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拥有“强大的金融监管”。

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深化金融监管体系改

革，推动监管标准统一、监管效率提升，同时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我国金融监

管体系不断健全，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实保障。但也要清醒认识到，金融乱

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

力薄弱，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面向

未来，必须着力构建强大的金融监管，以严

密过硬监管保障金融稳定发展。

金融监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

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

展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强大的金融监管

有助于识别、防范、化解、处置金融风险，有

效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在保护金融消费

者权益和投资者利益、维护经营主体信心方

面，金融监管同样不可或缺。完备有效的金

融监管还能助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避免经济脱实向

虚。着眼未来，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

金融体系，建立健全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

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安全网建

设，不断提升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全力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才能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构建强大的金融监管，需要深化思想认

识。比如，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金融监管是金融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开展；遵循法治理念，既要提高金融监管

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也要在市场准入、审

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做到严格执

法；加强协调配合，既需要各地立足一域谋

全局，落实好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责任，也

需要金融管理部门和宏观调控部门、行业

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加强

监管协同，健全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责任

机制……金融监管是系统工程，加强党的

领导，依法实施监管，强化监管协同，才能

形成合力，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打造完备有效

的金融监管体系，应聚焦重点难点，久久为

功、狠抓落实。要持续推进金融监管领域

法治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

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加强金

融监管。落实金融监管全覆盖，对风险早

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

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同时按照

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的要求，依法将所有金

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实现金融监管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落实强监管严监管要求，

紧盯“关键事”“关键人”“关键行为”，严格

执法、敢于亮剑，让金融监管“长牙带刺”、

有棱有角。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全

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

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积极参与国际金融

监管改革，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推动全球金

融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现

代金融监管”。前进道路上，坚持底线思

维、增强忧患意识，着力打造完备有效的金

融监管体系，构建强大的金融监管，不忽视

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严抓不放、常抓

不懈，我们就一定能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让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宏观金融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构建强大的金融监管
王 刚 于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