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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大美新疆拼搏进取、不懈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之际

作出的重要指示凝聚奋进力量
今年是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

班创办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努力把新疆班办得更有质量、
更有成效，为新疆培养造就更多忠诚干净
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团结一心、
锐意进取，为加强新疆干部队伍建设、推
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新疆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作出更大贡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木塔力甫·艾力曾两
次在新疆班学习，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70年来，在新疆班‘精心滴灌’的培
养下，一大批毕业学员历经淬炼，成长为
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的骨干力量，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木
塔力甫·艾力说，自己将始终牢记在新疆
班的所学所获，不断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服
务各族群众的实践本领，努力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70年来，新疆班始终伴随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步伐前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
程，培养出一批对党忠诚老实、理论功底
扎实、政策把握到位、矢志为民造福的优
秀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班70年历
程的高度肯定，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达坂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高红妮更
加明确了接下来的努力方向。

“能够来到新疆班学习，机会宝贵、

使命光荣。”高红妮说，自己将时刻对标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补短板、强
弱项，坚持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悟规律、明
方向、学方法，不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为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打
下坚实基础。

对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培训
部新疆干部培训工作办公室主任、组织员
刘君栩来说，三年的援疆经历让他与新疆
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更体会到自己
的责任重大。

“作为组织员，既要提升学员管理水
平，也要全心全意为学员做好服务。”刘君
栩说，要结合新疆班学员特点和学习需
求，一方面引导学员自觉加强理论武装、
提升理论修养、开展课题研究，另一方面
也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
班全过程，切实引导广大学员不断增强

“五个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扣新疆干部

队伍特点和工作实际所需，健全常态化培
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为我们下一步
工作明确了目标导向。”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秘书长、培训部主任王洋表示，将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紧
密结合新时代民族地区好干部的标准，加
强对新疆干部教育培训规律和干部成长
规律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时代党的创
新理论和治疆方略课程体系，加强党性锻

炼和专业训练，全面提高新疆干部履职尽
责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不懈用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班全过程”，
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
教授王煦更加明晰了今后教学的重点。

“我将从不断深化理论认识、夯实学
理基础、深入了解新疆区情等方面入手，
将重要指示精神融入日常教学。”作为一
名多年为新疆班授课的教师，王煦表示，
将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学科专
业知识帮助学员充分理解党的创新理论，
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课程、植
根学员心田。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
南。

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
究院教授项松林更加感受到加强民族领
域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
重要性。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加强民族领域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
实问题研究，有利于用研究成果反哺教育
教学。”项松林表示，在今后的教学实践
中，将结合研究、调研经历，加强对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等

课题研究，更好地满足学员学习、工作发
展需要，进一步提升新疆班教学质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
教育处处长谭清表示，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完善组织调训机制，
积极配合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为办好新
疆班提供有力保障，真正把各领域各行业
的优秀年轻干部选出来、送出去，引导他们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中当先
锋、作表率，努力将新疆班打造成为教育培
训各民族优秀干部的重要载体、特色品牌。

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
的大事。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新疆迎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最大、民生受益最多的
时期。

作为长期坚守在一线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尉犁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负责文物保护的党员干部，吾甫尔·库
尔班对此感触很深。

“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为指引，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文保方面
业务能力，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和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上。”吾甫尔·库尔班表示，将
进一步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
文物保护工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百姓日常生活，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
话，让文化说话，讲好中华民族一家亲的
故事，在建设美丽新疆过程中不负自己的
使命担当。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新中国成立75周年金融业发展成就综述

金融是国之重器。新中国成立75年
来，我国金融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
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持续
推动金融事业高质量发展，金融业综合实
力进一步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
断提升，中国正从金融大国向着金融强国
奋力前行。

金融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今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
2024年度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按照
一级资本排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
银行、中国银行位列前四。这是国有四大
行连续7年包揽该榜单前四名。中资银行
在排名前十的银行中已占据超一半席位。

金融机构快速攀升的资产总量，是中
国金融业75年来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回望来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长期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机构。随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金融业改革
发展大幕正式拉开，金融业迎来大发展大
繁荣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
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扩大金融
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金融业迈向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

75年来，中国金融业规模连连攀升。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银行

业资产总量不过数千亿元。2011年，我
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突破100万亿
元。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业资产规模增
长驶上“快车道”，2022年超过400万亿
元，今年二季度末已超480万亿元。

银行业总资产全球第一、外汇储备世
界第一、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全球第二
大债券市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当
下中国已迈入世界金融大国之列。

75年来，中国金融体系不断完善。
1979年起，我国陆续恢复建立农业

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国
有专业银行。目前，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
体，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农村金融机构等并存的多层次银行体
系已经形成。

1984年，新中国第一只股票——“飞
乐音响”诞生。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设立中小板、
创业板、新三板，推出科创板、成立北交
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扎实推进。

我国金融业已从单一的存贷款功能
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化金融
体系，银行业金融机构达到4000多家，配
置资源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

75年来，中国金融业国际地位不断
上升。

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
提款权（SDR）货币篮子；A股和债券市场
被纳入全球指数；发起成立亚投行、新开
发银行等国际合作机制……随着综合实
力提升，中国金融业在世界金融版图中的
分量愈加重要。

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近段时间，“科技金融中心”“科技支
行”成为金融领域热词，多家银行在总行
或分支行层面密集成立科技金融专营机
构，以更好服务科技创新。

回首新中国成立初期，服务大规模经

济建设的资金需求，银行业曾在钢铁基
地、重型机械厂、棉纺工业基地等组建分
支机构，支持国民经济恢复重建。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75年来，
我国金融业不断增强服务能力，成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金
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金融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
出坚实步伐。

—— 坚定不移地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

资金总量持续增加。中国人民银行
的数据显示，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
款余额从2014年的81.43万亿元攀升至
2024年8月的近250万亿元，年均增速保
持在10%以上。

资金结构持续优化。围绕国家经济
发展目标，瞄准高质量发展方向，金融业
不断优化资金投向。2019年以来，普惠
小微贷款余额增长近3倍，绿色贷款余额
居全球前列。2021年以来，高技术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平均增速达到30%以
上。近年来，新上市企业中科技创新类占
比超过70%。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金融服务需求。

新中国成立75年来，金融业坚持以民
为本、服务民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和人
民需求的变化，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升
服务能力。全国银行机构网点覆盖97.9%
的乡镇，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
务、家家有账户；大病保险覆盖12.2亿城乡
居民；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超32万亿元，授

信户数覆盖超三分之一经营主体……
——及时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钱币博物

馆里，馆藏着一张特殊存单——“整存整
取折实储蓄存单”。这张斑驳的存单，见
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通货膨胀严重
的局面，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开办折实储
蓄，把货币折成以实物为单位来存取，稳
定金融与物价的成功探索。

守住风险底线，是一切金融工作的前
提。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
中，面对高通胀风险、汇率风险、债务风
险、银行体系风险等诸多风险，我国有效
防范、及时识别、积极应对，有效维护了经
济社会稳定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对重大金融风险精准拆
弹，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
线。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面
临的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各地各部门正在
持续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
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

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持续推进

来 自 环 球 银 行 金 融 电 信 协 会
（SWIFT）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人民币
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占比达4.69%，稳居
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的地位，仅次于美
元、欧元和英镑。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
升，离不开我国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持
续努力。

回顾我国金融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始终是金融
业突破重点难点、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动
力。 （下转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