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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蔡奇陪同考察

●新华社长沙3月2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湖南要牢牢把

握自身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 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

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

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上持续用力， 在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奋勇争先，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月18日至21日， 习近平在湖南省委书记

沈晓明和省长毛伟明陪同下，先后来到长沙、常

德等地，深入学校、企业、历史文化街区、乡村等

进行调研。

18日下午， 习近平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城南书院校区）考察。该校前身是创办于宋代

的城南书院， 近代以来培养了一批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和名师大家。习近平参观青年毛泽东

主题展览， 了解学院发展沿革和用好红色资源

等情况。在学院大厅，习近平同师生代表亲切交

流。他说，国家要强大，必须办好教育。一师是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好地方，要把

这一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好。学校要立德树人，教

师要当好大先生， 不仅要注重提高学生知识文

化素养，更要上好思政课，教育引导学生明德知

耻，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报国强国大志

向，努力成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

梁之材。

随后， 习近平来到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

限公司考察。 这是一家主营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中德合资企业。习近平听

取当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等情况介绍，察看企业产品展示，了解材料

性能测试情况和电池生产流程。他强调，科技创

新、高质量发展是企业不断成长壮大、立于不败

之地的关键所在，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在这方面

都可以大有作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 欢迎更多

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发展。

19日，习近平到常德市考察调研。位于沅江

江畔的常德河街历史悠久， 曾毁于1943年的常

德战役。 近年来，常德市复原老河街风貌，将此

地打造成为历史文化街区。 当天上午，习近平来

到常德河街，察看各种特色小吃、特产、特色工

艺品，同店主和游客亲切交流，并欣赏非物质文

化遗产技艺展示，详细了解常德老城街道修复

利用、城市规划、水环境综合治理等情况。习近平

指出，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共同构

成璀璨的中华文明，也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常

德是有文化传承的地方，这里的丝弦、高腔、号

子等要以适当载体传承好利用好，与时俱进发

展好。

湖南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水稻播种

面积、总产量均居全国第一。 当天下午，习近平

来到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港中坪村， 走进当

地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 察看秧苗培育

和春耕备耕进展， 听取高质量推进农业现代化

情况介绍，并同种粮大户、农技人员、基层干部

一笔一笔算投入产出账。习近平强调，我国有14

亿多人口，粮食安全必须靠我们自己保证，中国

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要建设好高标准

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加强政策支持和示范

引领，加大良种、良机、良法推广力度，在精耕细

作上下功夫，进一步把粮食单产和品质提上去，

让种粮也能够致富， 进而吸引更多农户参与发

展现代化大农业， 真正把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之路走稳走扎实。

习近平随后来到种粮大户戴宏家中，察看农

机具和春耕物资准备，并前往村党群服务中心了

解当地为基层减负、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情况。

他指出，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精

兵简政，持之以恒抓好这项工作。 他勉励基层干

部在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上群策群力，不断干出

让农民群众认可的实绩。（下转A02版）

宏观政策同向发力 共促经济回升向好

研究制定超长期特别国债具体方案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下降空间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彭扬

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2%，

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2个百分点；1-2月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7%， 支出进度为

近五年同期最快；2月末，M2余额、 社会融资规

模存量、人民币贷款余额分别保持8.7%、9.0%、

10.1%的较快增长……

系列数据显示出投资开局平稳， 财政金融

政策发力显效。多个部门有关负责人3月21日在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将推动全年

投资保持平稳增长、结构不断优化；研究制定超

长期特别国债具体方案，细化完善支持领域；货

币政策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和丰富的工具储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下降空间。

推动全年投资保持平稳增长

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2%，增

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2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

投资后的整体投资增长8.9%，实现平稳开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苏社表示， 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 超长

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工具，加

快审核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充分发挥政府

投资引导作用； 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

制等，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促进科技创新和新

兴产业发展，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多方面拓展有效投资的空间； 推动全年投资保

持平稳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更好发挥投资对优

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回升、长

期向好。

超长期特别国债备受关注。刘苏社透露，国

家发展改革委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具体方

案，细化完善支持领域，进一步明确工作要求。

总的考虑就是要统筹好 “硬投资” 和 “软建

设” ， 集中力量解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

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为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夯实基础。

谈及2023年增发国债，刘苏社介绍，截至今

年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分三批下达完毕1

万亿元增发国债项目清单， 增发国债资金已经

全部落实到1.5万个具体项目。 （下转A02版）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孙世重：

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 开创宁波金融监管新局面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制造业贷款占比稳居全国首位，高风险机

构和重大涉稳涉众风险“零发生” ……作为全

国先进的制造业基地，民营经济和创新主体最

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宁波在金融支持产业发展

方面大有可为。 在建设金融强国进程中，宁波

亦肩负着光荣使命。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

党委书记、局长孙世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将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促发展 服务新质生产力

提起宁波， 人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制造业、

开放、创新等词汇，这些标签也体现在金融支

持地方经济稳进提质上。

孙世重介绍，2023年，宁波制造业贷款占

比23.26%，稳居全国首位；出口信用保险渗透

率36.35%，持续居全国前列。 普惠、科技、绿色

等重点领域信贷增速均超过25%，资金供给结

构也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宁波还统筹保险创

新、普惠金改“两个国家级试验区”建设，引导

辖内机构聚焦主业、降本增效，不断提升内涵

式发展能力。

“我们推动保险服务新能源汽车之城、知

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等全市重大工程。我们

推动各类政务数据与金融机构数字化运用互

联互动，探索面向个体工商户的普惠型保险产

品。 我们指导保险机构从以销售和规模为中心

向以效益和绩效为中心转型，引导资管和非银

机构专注主业夯实内功。 我们还支持在财富管

理、养老健康、不良处置等领域具有明显特色

和专长的外资机构来甬展业兴业。” 孙世重说。

回望来时路，砥砺再前行。孙世重表示，将

有序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加强对重

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做好五篇大文章，加快构建多样化专业性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体系。

具体而言，孙世重介绍，在更好服务新质

生产力发展方面， 将聚焦宁波建设高水平创

新型城市，强化科技金融供给，加强科技型企

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丰富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产品。 加强制造业

金融支持， 推动建立重点产业常态化项目推

荐机制，助力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行动。（下转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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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退市按下加速键

“能上能下” 新生态正在形成

●本报记者 昝秀丽

A股出清力度加大是今年资本市场发展的一

大看点。 随着*ST新海、*ST博天收到终止上市决

定，ST贵人锁定“1元退市” 等，今年已有9家公司

完成退市或锁定退市，退市名单不断扩容。

专家认为，严格执行退市制度，促进问题公司

常态化出清，“能上能下”“有进有退” 的资本市

场良性生态正在形成。 在设置更加严格的强制退

市标准、进一步拓宽多元退出渠道等制度预期下，

未来A股市场出清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企业主动

退市的情况将逐步增多。

多元化退市局面逐步形成

随着退市新规持续显效，A股多元化退市局

面逐步形成， 逐渐由过去的以财务类退市为主过

渡到交易类、财务类、重大违法类等多元化退市并

重格局。

开年以来，“1元退市” 彰显市场化“出清”

力量， 成为A股上市公司常态化退出主渠道。 除

*ST华仪、*ST柏龙、*ST泛海、*ST爱迪、ST鸿达5

家已退市公司之外，ST星源、ST贵人等也已提前

锁定“1元退市” 。

“这些因股价跌破1元而触发终止上市的公

司，已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的经营

恶化、违规占用担保、资不抵债等问题。 投资者用

脚投票，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留给这类公司的生

存空间将越来越窄。 ” 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峰说。

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指标的案例不断增

多。继*ST新海3月18日发布关于收到股票终止上

市决定的公告，成为2024年首个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案例后，*ST博天也在3月19日收到终止上市决

定，公司股票将自3月27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 根

据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ST博天披

露的2017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触

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等

专家预计，2023年报季过后， 将有更多企业因触

及财务指标而退市。（下转A02版）

我国自主研制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成功达速试跑

这是

3

月

21

日上午，由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在位于长春的中车长客试验线进行运行试验。 该列车

成功以时速

160

公里满载运行，实现全系统、全场景、多层级性能验证，标志着氢能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取得新突破。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