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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立方米/年钒电解液生产线完
成设备安装和热负荷试车调试，超细粒
级钛铁矿回收利用示范线项目实现达
产，厚度仅6毫米的特种不锈钢创下国
内热轧扁钢最薄纪录，高温合金产品首
次进入民用航空领域，成功开发光伏发
电用极薄耐候钢……从不断问世的新
产品到强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近段
时间，攀钢捷报频传。

“奋力建设世界一流新金属材料企
业。”这是攀钢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中，给
自己定下的新目标。在攀钢党委看来，
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与推进高质量发
展深度融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之
源和必经之路。当下，攀钢党委高站位
认识、高标准谋划、高质量落地，广大党
员干部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
风、以学促干上下功夫、求实效，推动企
业朝着世界一流新金属材料企业目标
前进。

党委会议的“第一议题”
在主题教育中学真知悟真谛
“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以主
题教育实际成效推动攀钢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建设世界一流新金属材料企
业新局面。”鞍钢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
理，攀钢党委书记、董事长，攀钢党委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李镇，在讲主题教
育专题党课时郑重表示。

主题教育学什么？攀钢党委以党委
常委会“第一议题”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为载体，及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题教育工作会和主题教育期间的重
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等。

主题教育怎么学？攀钢党委通过
专题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委
会、党支部“三会一课”等多种形式，将开

展主题教育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
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同破解影响新攀钢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难题结合起来，同建
设世界一流企业结合起来，同完成2023
年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确保规定动作严
谨规范、自选动作务实管用。

以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
全面增强钛金属产业竞争优势

今年1至5月，攀钢降本增效完成率
138%。据攀钢财务部总经理刘攀介
绍，在主题教育中，攀钢全面深化对标
管理，抓好成本关键环节和重点要素管
控，健全完善全员、全时、全要素、全过
程对标管理长效机制，找差距、补短板、
强弱项。聚焦尽快突破钒钛与特钢领域

“卡脖子”难题，攀钢全面增强钛金属产
业竞争优势，形成6个方面36项重点工
作清单，将工作任务要求分解到“项”、
具体到“事”、责任到“人”、细化到“天”，

严格打表、严控流程、严把质量。
围绕发展战略规划、职工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等，攀钢确定深入贯彻“双核+第
三极”发展战略、深入落实大抓基层党建等
9项调研课题，领导班子成员主动领题，运
用座谈访谈、走访交流等方式，先后到52
家基层单位开展调研，收集到问题103
项，有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和工作措施
131项，并逐一形成问题及对策建议清单。

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
打造世界一流新金属材料企业

攀钢主要负责人表示，通过主题教
育，要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信仰担当，准
确把握“国之大者”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
求，全面落实“双核+第三极”战略部署，
坚持钒钛优先、矿山稳产、普钢做精、特
钢做特、相关产业精干，抓好“十四五”发
展规划落实落地，心无旁骛延链补链强
链，加快打造世界一流新金属材料企业。
孟祥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翼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私募投资
基金行业发展和风险防控。近年来，我
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稳步发展，在提高
直接融资比重、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制定专门行政法规，将私
募投资基金业务活动纳入法治化、规范
化轨道进行监管，旨在鼓励私募投资基
金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更好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进一步发挥服务实体经济、
促进科技创新等作用。

《条例》共7章62条，重点规定以下
内容。

一是明确适用范围。将契约型、公
司型、合伙型等不同组织形式的私募投
资基金均纳入适用范围，规定以非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设立投资基金或者以进
行投资活动为目的依法设立公司、合伙
企业，由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
人管理，为投资者的利益进行投资活
动，适用本条例。

二是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和托管
人的义务要求。明确不得成为私募基
金管理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
的情形，明确从业人员应当按照规定接
受合规和专业能力培训。规定私募基
金管理人应当依法向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委托的机构履行登记手续，明
确注销登记的情形。列举私募基金管

理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合伙人禁止
实施的行为，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
持续符合的要求。明确私募基金管理
人、私募基金托管人的职责。

三是规范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
私募投资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
或者转让，单只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
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投资者风险识别
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匹配不同风险等
级的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加强私募投
资基金募集完毕后的监管监测。明确
私募投资基金财产投资的范围以及不
得经营的业务，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的投
资层级。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
业人员的行为。

四是对创业投资基金作出特别规

定。国家对创业投资基金给予政策支
持，鼓励和引导其投资成长性、创新性
创业企业。加强监督管理政策和发展
政策的协同配合，明确创业投资基金应
当符合的条件，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区
别于其他私募投资基金的差异化监督
管理和自律管理。

五是强化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规定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活动的监督管
理应当贯彻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决
策部署。明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的监管职责及监管措施等。规定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建立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信息共享、统计数据报
送、风险处置协作机制。此外，对违反
本条例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

建设世界一流新金属材料企业

攀钢从主题教育中学到了什么？

调查研究蜀地行

□新华社记者朱基钗、张研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
打开这座“最江南”的城，可以用截然

不同的方式，就像苏绣中的至品双面绣。
“我慕名而来，昨天看了苏州工业

园区，今天又来看了苏州的优秀传统文
化。”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有
2500多年历史的平江路，感受古城之
韵。前一天下午，总书记甫抵苏州，乘
车前往马上“三十而立”的苏州工业园
区，考察创新发展。

在苏州采访，有一种突出的感觉：
过去从未走远，未来无限可能。

平江路入口处的展厅，展板上，一
幅刻制于南宋年间的《平江图》，清晰展
示着八百年前平江府的平面轮廓和街
巷布局。总书记走近前，细细端详。

展厅另一侧，是一幅视野开阔的俯
瞰图——一头是古城最高点，始建于南
朝梁时的北寺塔，另一头是苏州工业园
区拔地而起的城市新地标。

古城，脉络肌理未变；新区，高楼大
厦林立。古今同框、新老对望，这是人
文底蕴与时代潮流兼备的独特风景。

走进苏州工业园区展示中心，一种
科技感、未来感扑面而来。

明亮的展厅里，苏州在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纳米新材料、生物
医药等领域的“明星产品”琳琅满目。

方寸天地、指尖乾坤，在高精尖技
术领域，以有限造无限的功夫被发挥到
了极致，与苏州人“一石代山、一勺代
水，以小观大、含蕴天地”的园林造景艺
术颇有一脉相承之意。

还有这些直观数据展示的产业之
城、创新之城、开放之城的“硬实力”：苏
州2022年GDP达2.4万亿元、全国第六，
规上工业总产值4.36万亿元、全国第二，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高达52.5%，科创
板上市企业50家、全国第三，累计实际使
用外资超1500亿美元、全国第三……

考察中，总书记深刻道出他的苏州
印象：“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
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
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
未来的发展方向。”

正因“结合”，打开了新的空间，创
造了新的可能。

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文化与

科技、人文与经济，本就可以共生共
荣。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进行着
长期深入的思考。

翻开《之江新语》，《文化是灵魂》这
篇文章中说：

“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
价值”；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
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
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
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另一篇《“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
济》，则深刻阐释了“文化经济”的概念：

“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
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
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后，从指出“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
因素”，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
是重要支点”，再到要求做好经济工作
必须“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
态”……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相融互
促、相得益彰的发展之道，更加鲜明。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苏州，是
读懂人文经济学的绝佳样本。

在平江路，当地负责同志自豪地向

总书记细数苏州的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大运河苏州段，昆曲、古

琴、宋锦、缂丝、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
艺、苏州端午习俗、碧螺春……精工细
作，垒筑起“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鼎
盛人文。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句话可
以用在这里。”总书记形象地点赞。

在街边一家商铺内，总书记见到了
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看着心静
如水地飞针走线，听闻四代人传承的故
事，总书记十分感慨：

“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
这个苏绣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功
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和
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一番话阐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血
液里不变的根、本、魂，流贯的意、蕴、
脉，传承的精、气、神，“不仅要在物质形
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历来手工业繁盛的苏州，厚文之
“道”与精工之“技”融为一体，造就驰名
中外的苏工、苏作。精密的高科技和细
致的传统工艺一样，需要的是“致广大
而尽精微”的功夫。 （下转03版）

跟着总书记感悟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的发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