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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
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
出发，加强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统筹
谋划，推动金融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
就，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

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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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把我们党
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
提升到了新高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创新成果，构成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融篇，对于新时代新

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
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
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 10个专题，共计 324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
2024年 2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演
讲等12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
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不负春光更前行

本报讯 （记者 符烨邦） 3 月 22
日，中煤平朔煤基烯烃新材料及下游深
加工一体化项目省级层面专家论证会
召开。省政府副秘书长郝献民，市委副
书记、市长吴秀玲，省发改委副主任马
双喜，中煤平朔集团董事长陈建出席并
致辞，市委常委、副市长武跃飞，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李君发等出
席会议。

郝献民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考察调研山西，都
对山西煤化工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指
示，提出了明确要求。省委、省政府始
终牢记嘱托，持续深化能源革命综合
改革试点，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
升煤炭可持续发展能力。中煤平朔煤
基烯烃新材料及下游深加工一体化项
目对我省加快建设现代煤化工示范基
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极其重
大意义。朔州市和中煤平朔集团要认
真落实有关部署要求，全力以赴做深

做细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高项目的
成熟度。省直有关部门要主动对接国
家部委，在后续工作上给予全方位服
务保障，确保项目早日落地。

吴秀玲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莅会的
领导、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她说，中
煤平朔煤基烯烃新材料及下游深加工
一体化项目是朔州在“双碳”背景下，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不断深化全
方位转型要求，与中煤集团合作推进的
现代煤化工重大示范项目。项目启动
后，在省、市各级各部门和企业的共同
努力下，项目前期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
展。朔州市将以此次专家论证会为契
机，进一步完善优化方案，推动项目尽
快纳规核准，力争早日开工建设，为全
省能源革命作出朔州贡献。

马双喜指出，中煤平朔煤基烯烃新
材料及下游深加工一体化项目是山西

统筹煤炭保供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谋
划的一项标志性、示范性工程。希望专
家组发挥专业特长，多提建设性意见，
让项目有亮点、有创新、有示范、可操
作，成为我省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转型蹚新路的生动实践。

陈建表示，中煤平朔集团将全力以
赴积极配合，认真对照专家组意见建
议，以煤化工产业为链条，立足园区化、
一体化，进一步优化完善项目可研报
告，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价值链，确保项
目的先进性和示范性。

会上，来自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
估中心、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
安科院危化品研究所、黄河勘测规划设
计研究院、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中国
石化联合会等单位的专家与省直部门负
责人就项目建设进行了讨论发言，一致
认为该项目符合国家关于现代煤化工产
业发展的政策要求，要素条件基本具备，
一致通过项目实施方案论证。

中煤平朔煤基烯烃新材料及下游深加工
一体化项目省级层面专家论证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淑花） 3月 18日
至2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冯云龙带领
考察调研组赴湖南省长沙市三一重卡
学习考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
斌、王帆、蒋丽梅、王志坚、张祥和个别
人大代表参加考察调研。

三一重卡是三一集团“全球化、低
碳化、数智化”转型的先行典范。考察
调研组重点参观了三一智联重卡文化
展厅、智能工厂及三一绿电加氢制氢

一体站。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总投资
220亿元，是三一集团首个完全基于数
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园区。调研组认
真听取了三一集团品牌发展历程，感
受了三一在新一轮智能制造、电动化
浪潮中的深远布局。在智能工厂，随
着现场机器人的自动化作业，调研组
零距离感受了重卡“信息化效率较传
统工厂提升 10 倍”的智能制造魅力。
位于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的三一绿电

加氢制氢一体站，是三一氢能有限公
司建设的国内首个 2000公斤级制氢加
氢一体站，也是全国最大的绿电制氢
加氢一体站，总投资 3700万元，服务能
力在业内遥遥领先，为氢能产业发展
提供了“三一解决方案”。调研组对三
一重卡在新能源商用车领域取得的优
异成绩表示赞赏，希望三一集团深化
与朔州的战略合作，利用先进的技术，
扩大对朔州单晶硅项目的投入力度，
并在新能源汽车制造、新能源装备制
造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

在长沙调研期间，调研组还先后深
入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桔子洲街道
南片人大代表联络站等地进行实地调
研，考察学习人大常委会机关建设和代
表联络站建设运行等方面工作的先进
经验。

市人大常委会考察调研组
赴长沙三一重卡学习考察

走进一座座朔州陶瓷产品展厅，在
盛放高档日用瓷、酒店瓷的展台上，一
套套精美的碗碟盘勺，让餐桌的风景格
外赏心悦目；在盛放工艺瓷、电子瓷的
展台上，一件件优雅的艺术瓷器，让厅
堂的风景更加高雅；在盛放建筑瓷、工
业瓷展台上，一块块精致的砖瓦板材，
让城市的风景更加瑰丽……

朔州陶瓷，在陶瓷品类上，正在由
过去日用瓷“一瓷独大”，逐步向高品质
建筑瓷、高科技工艺瓷、高附加值艺术
瓷拓展。在生产链条上，涉及窑炉机
械、模具开发、釉料加工、包装制作、创
意设计、专业营销、花纸生产、报关服务
等上下游配套企业不断壮大。在产业
配套上，人才培养、产品检测、会展交
流、大型物流、协会联盟等配套服务事
业和产业高速发展。在产业规模上，朔
州市现有全链条陶瓷企业 108家，其中
规上陶瓷企业达到 55 户，生产线 150
条，日用陶瓷生产能力达 38.5亿件/年，
建筑瓷生产能力达7200万平方米/年。

在 2021年第四届陶瓷产品进出口
交易会上，朔州市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正式授予“中国北方日用瓷都”称号。
这座沉淀着厚重陶瓷历史的北方陶瓷
城市，正在成为连锁全球的大瓷都，逐
渐被世界瞩目。

走进怀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滩
陶瓷产业园区，天蓝云白，不见昔日焰
火熊熊，再无从前人员密集，经过多道
机械新工艺制成的陶坯，在全自动隧道
窑炉内完成烧结……

从“煤改气”到如今的改性甲醛燃
料；从手工作坊到如今的智能工厂、数
字化车间；从道道工序的人员密集到如
今的滚压成型、注浆成型、自动喷釉、直
接印花、数控雕刻等自动化生产先进技
术代替人工；从单打独斗闯市场到今天
的陶瓷e镇电商平台网络直播销售……

市委、市政府因势利导，全方位支
持陶瓷企业引进国内外自动化生产线，
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大力发展
滚压成型、注浆成型、自动喷釉、直接印
花、数控雕刻等先进技术，产业转型、数
字转型跑出“加速度”。恒源瓷业、亿家
亲瓷业、华缶瓷业、天美瓷业等一大批
企业引进了国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
据不完全统计，改造后的生产线用工减
少60%，产品合格率提升20%，生产成本
下降 12%。怀仁市共有电子商务企业
57家，已建成运营陶瓷 e镇孵化中心，有
250多款陶瓷单品上架销售。

走进怀仁恒源瓷业有限公司新投产
的宽敞明亮的生产车间内，16条全自动
生产线和6条半自动生产线，全部开足马
力加速运转，从注浆、制粉、成型、修坯到
补水，技术工人只要操作全自动化设备，
就能使整个生产工序一气呵成。该公司
陶瓷产品日产量达到20多万件，种类多
达48种，花面高达100多种。

已投产的恒源全自动成型生产线
是我市 7个省级专业镇重点项目之一。
此外，东盛日用瓷生产线技改、盛泽生
产线二期、盛瑞日用瓷生产线三期、雅
宸日用瓷扩建等4个项目已完成设备安

装调试，即将投产；永祥全自动酒店瓷
生产线三期、华缶日用瓷生产线三期等
2个项目正在土建施工。

今日的朔州陶瓷，着眼提升产业链
整体竞争力，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全力
打造高端陶瓷产业链。围绕“煤系高岭
土等陶瓷原料——日用瓷、建筑瓷、卫
浴瓷”链条，同时辐射带动陶瓷自动化
生产装备及印花、包装、物流电商等配
套产业发展，建成全国重要的特色日用
陶瓷产业基地。以推行“链长制”为抓
手，以怀仁县尊屹陶瓷、应县富彩陶瓷
为链主企业，注重补链延链建链强链，
加速建设竞争力强、地域特色鲜明的陶
瓷产业链，打造百亿级陶瓷产业集群。

在一家家陶瓷厂家，色彩缤纷、形
状多样、琳琅满目的各类陶瓷产品源源
不断生产出来，这些产品散发着如玉般
莹润的光泽，或尊贵、或优雅，或亲和、
或淘气，或谨慎、或自然地走上生活的
舞台，扮靓生活的色彩。目前，朔州日
用瓷产品达 30 多个系列、2000 多个品
种，销售网点遍布全国，现有陶瓷自营
出口企业 11 家，通过代理商出口的企
业有 40 多家，产品远销美国、德国、日
本和澳大利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
30余个国家与地区。朔州陶瓷通过中
欧、中亚班列融入“一带一路”，为促进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发展、文化交流
发挥了重要作用。

朔州陶瓷，一个跨越历史长河的传
统制造业，正步履铿锵地走在加快建设
现代化的塞上绿都的新征程上。

朔州陶瓷：让生活更美好
记者 刘淑花

随着天气转暖，又到了候鸟北迁的季节。在应县大黄巍乡，刚刚完成春浇的农田里，成群的大天鹅在水面嬉戏觅食，构成
一幅和谐的生态画卷。 丰丽佳 王文甫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淑花）据市气象
台天气预报显示，3 月 23 日夜间至 24
日我市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冷空气
上线，气温将迅速下降，提醒市民们
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穿着，避免
感冒。

天气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和偏南暖

湿气流共同影响，3月23日夜间至24日
我市出现降水和降温天气过程。主要
降水时段出现在 24日白天，为小雨或
雨夹雪，夜间山区可能转为小雪，白天
气温下降明显。具体预报如下：3月 23
日，全市多云转阴，夜间有小雨或雨夹
雪，4~5级偏南风，市区气温 0~19℃。3

月 24日，全市阴天，有小雨或雨夹雪，
3~4级偏东风，市区气温1~5℃。3月25
日，全市多云间晴，3~4级西北风，市区
气温-1~11°C。气象专家指出，3月以
来，我市气温偏高，降水异常偏少，大风、
沙尘天气时有发生，全市森林火险气象
等级居高不下。此次降水有利于改善空
气质量，降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增加土
壤湿度。同时，此次降雨天气过程，以小
雨为主，雨天路面湿滑，提醒大家雨具随
身并注意出行安全。

我市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

全国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习近平
总书记赴湖南考察，并在长沙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党的二十大以来，总书记亲自主持
召开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
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荒
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
兴、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
发展座谈会，这次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座谈会是第7场推动区域发展战略
落实的座谈会。“下一步我们还要召开
推动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座谈会，这些会议
一届开一次，一个一个抓起来，一轮一
轮抓下去，久久为功、步步深入，必有所
成……”看准了就持续抓下去、不成功
决不罢休，是总书记抓工作的定力、韧
劲和方法。

2020年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曾有感
而发：“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些具有历史
意义的时间节点上。”那时，“十三五”即
将收官，“十四五”即将开局。2024年，
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75周年华诞，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也进入关键一
年。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召开这次座谈
会，是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更高起点上
新的出发。

中部6省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
土面积，承载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数
量，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
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
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
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5年前，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召
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擘画
了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的宏伟蓝
图。“这5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向着正

确的方向持续走下来，成绩很大，成效
很明显。”

5年过去，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更
高起点上。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为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指明了方
向。总书记的话充满信心和力量：“我
相信，相关工作思路和举措通过大家
的认真领会形成因地制宜的具体方
案，并在 6 省全面推开，中部地区加快
崛起又会迎来新一轮高潮。”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任，把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一 年 好 景 在
春耕。

正是春耕备耕时节，习近平总书记
19日下午来到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
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

平畴沃野，碧水绕田。春风中摇曳
着一片片碧绿金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
的清香。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示范片区采用
“五统一、两利用”技术模式——统一优
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深施
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物化技术，利用
田埂种植大豆、利用冬闲田种绿肥，早
稻、晚稻两季亩产达到1152.3公斤。

沿着田边小道，总书记走向农田
深处。

一旁的稻田里人们正在育秧，秧盘
上的种子刚刚播下。“你们这里什么时
候开始插秧？”总书记走上前仔细察看，
并同在场的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
交流。

“4月上旬和中旬。”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总书记对农

业生产的熟悉，引来大家会心的笑声。
“一亩地纯收入能有多少？”总书记

关切地问。
“兼种油菜的话，加上种地补贴，大

概可以拿到1300元到1400元。”
在场的种粮大户陈帅宇是一名“90

后”返乡大学生，带头成立了一个合作
社，承包了2800多亩水稻田。总书记和
他攀谈起来：“大学学什么的？回来多
久了？”

“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回来9年了。”
“打算继续干下去吗？”总书记问。
“肯定继续干下去，现在国家对种

粮的支持力度很大，我们越干越有劲
了！”小伙子高声回答。

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青春的身
影。他们接过父辈的重任，用新的理
念和技术打开新的天地。

离开稻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港中
坪村种粮大户戴宏家中看望。院子里，
为春耕准备的插秧机、抛秧机、喷洒农
药用的无人机，以及种子、化肥、农药等

农资一应俱全。
戴宏告诉总书记，自己承包了 480

多亩水田，全部种植双季稻，去年种田
纯收入 55 万多元，政府还补贴了 7 万
多元。

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种粮户不
能吃亏，有钱赚，才有种粮积极性。”

“湖广熟，天下足。”八百里洞庭浩
浩汤汤，湘资沅澧绵延流淌，滋润出湖
湘大地的沃野粮仓。

“我常说，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里，而且里面应该主要装中国
粮。我们 14亿多人靠谁都不行。现在
生活好了，也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
总书记的话给村民们吃了“定心丸”，

“党中央会继续鼓励支持我们广大农村
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继续完善这方面
的政策，让种粮也能够致富，让广大农
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断过上更幸
福更美好的生活。” （下转第4版）

站到更高起点 挺起中部“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并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吴齐强

【总书记湖南行·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