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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金融委密集组建

在 2023 年 11 月中央金融委员会首次对外公开发声
后，近段时间以来，地方金融委、地方金融工委陆续成立。

据统计，目前已有 20 多个省份成立了地方金融委、地
方金融工委。与此同时，多地地方金融管理局纷纷亮相，与
地方金融委办公室、地方金融工委合署办公，人员配置与职
能设置也逐步明确。

记者观察到，多地原来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官网已
完成更名，其中，大多数是地方金融委办公室、地方金融工
委、地方金融管理局三块牌子并列。

另据记者了解，五个计划单列市也在陆续成立对应级
别的金融委。

根据 2023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中央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 2023 年年底前
完成，地方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 2024年年底前完成。

随着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及各地派出机构陆续挂牌，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
改革已基本完成。2024年开年以来，筹备
已久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逐渐落地。

专家认为，中央部门之间的协同、央
地之间的协同，是中央金融委、地方金融
委及金融工委的重要工作。在重大风险
的处置方面，地方金融委和金融工委将
发挥落实属地责任的重要作用。

■大刀阔斧改革为哪般

在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中，深
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备受关注。从
近年来的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实践看，
加强央地监管协同的必要性、紧迫性日
益上升。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
指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接受中央金融
管理部门监管，但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党
建、纪检监察等职权均在地方党委政府，
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
在高管任免、风险处置中难以协调的情
况时有发生。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建
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
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
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
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
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
办公室等牌子。

“针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存在的监管
手段缺乏、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强化金
融管理中央事权，同时压实地方金融监管
主体责任，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分
工更加明确，监管效能将进一步提升。”国
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

在曾刚看来，央地协同的必要性体
现 在 日 常 监 管 和 风 险 处 置 化 解 两 个 方
面。“中央和地方监管规则不统一，可能会
出现监管套利。只有央地同向发力，动作
才能统一，政策才能一致，真正实现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金融监管全覆盖。”

董希淼表示，调整和剥离地方金融
监管部门金融发展、招商引资等职能，可
以避免其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从而能一门心思抓监管、防风险。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处置，也离不开地方政府。
专家表示，通过设立地方金融委，可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的属
地风险处置责任，提高金融风险化解的效率。

■加强监管协同如何落地见效

机构调整只是第一步。在新的监管架构下，中央与地
方要共同构建科学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1+1>2”的
协同监管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多位金融人士认为，随着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迈出重
要步伐，后续在具体监管实践中，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
党政机关如何在日常监管、风险处置、资源调配等方面进行
深度有效的分工协作、协调配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磨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表示，要进一步
厘清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事权边界，完善金融监管权配置
的法治供给，同时以新兴业务监管作为抓手，增强中央和地
方对金融监管的合力。

对地方来说，面临着金融监管理念转变、职能转化的挑
战。“不挂牌子是否意味着不用履行相关职责？地方金融发
展和相关金融服务责任由谁来承担？”一名地方金融监管人
士表示。

还有一些问题待解。比如，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
方面，地方和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如何做好分
工协调仍是关键；又如，如何加强一直相对薄弱的地方监管
力量，提升地方监管能力水平等。

专家认为，要完善制度健全、支撑有力的配套保障机
制。强化地方金融监管法治保障建设，尽快出台地方金融
监管条例；探索建立监管考评体系，鼓励和保护地方政府监
管积极性；提升金融监管能力水平，以科学、有效、有力的监
管不断增强金融发展的安全性。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6日电）

中 国 汽 车 工 业 协 会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2024 年 1 月，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241 万 辆 和 243.9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1.2%和 47.9%。一汽、东风、长安、比亚
迪、吉利等中国主要汽车集团销量继续
保持较高增速。车市“开门红”，为全年
汽车产业发展开了个好头。

有人说，中国车市太“卷”，把车市原
有的秩序打乱了，传统车企与车企新势
力市场争夺战“白热化”，新能源汽车不
断挤占燃油车市场份额，单车利润正在
持续下滑，一些甚至在“赔本赚吆喝”。

问题要两面看，正是这种“卷”，才有
了技术快速迭代和高性价比产品，才有了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全球的“一枝独
秀”，才有了中国车企在全球强大的竞争力。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变革，中国汽车
产业正牢牢抓住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
等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

中国车市“开门红”，释放出中国汽
车出口将延续快速增长态势的信号。

彩 虹 和 风 雨 共 生 ，机 遇 和 挑 战 并
存。近年来，不少中国车企不甘于做廉
价车，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大力在海外开
拓高端市场，加快实施本地化战略。

中国车市“开门红”，更释放出中国
市场的“磁吸力”依旧很强的信号。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正逐步把先
发优势转化 为 技 术 优 势 、产 业 优 势 、合
作优势，这为大众、宝马、奔驰等汽车巨
头在华深化合作、拓展市场提供了新的
机遇。

敞开大门，中国车企正以开放的姿
态与合作伙伴一道，重点在资本、技术、产品、产业链等方面
深化合作，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并将发展主动权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里，努力保持竞争优势。

润物细无声。随着一系列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和消费的
“组合拳”加快落实，中国经济稳健恢复，汽车市场需求增长
势头显著，中国车市今年“开门红”，有望为全球汽车产业发
展乃至世界经济复苏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长春 2月 26日电）

百年追寻 揭开文明起源面纱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是殷墟遗址
所在地。从山中流出的洹水，穿殷墟而过，蜿蜒远去。

洹河南岸，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地上建筑早已湮没无
存，但 50余座形制阔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足以令人神驰想
象三千多年前的王朝气象。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在这里，繁盛的城市文明、完
善的礼乐文明、举世瞩目的文字文明以及高度发展的手工
业等，共同构筑了早期中国的华彩篇章。

洹河北岸，殷墟王陵遗址。作为中国墓葬王陵制度的
源头，一个个考古探方之下尽显繁华遗迹，中国古代青铜
器之最——后母戊鼎便发现于此。绚烂的青铜器皿、精致
的玉石雕刻、精美的马车遗迹，是对商文明的生动诠释。

往东，洹北商城遗址，考古人员正为新近发现的商代
晚期大型祭祀遗存兴奋不已。作为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
址，它与殷墟王陵遗址以及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共同构建
起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大殷墟遗址保护区。

向西，以“鼎”为设计意象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拔地而
起，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新馆集中呈现了持续
近百年的殷墟考古成果。

“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
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
鉴。”2022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省安阳
市，考察位于安阳市西北郊洹河南北两岸的殷墟遗址。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在殷墟，总书记嘱托考古
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就考古学而言，目前没有哪处遗址的重要性超过殷
墟。”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
殷墟遗址的发现让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上承 1000余年四方
文明汇集之趋势，下启 3000余年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
格局，以殷墟为支点，建构起夏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体系。

历经百年筚路蓝缕，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把商代晚期的
兴衰荣枯，从史书中的文字变成了镌刻于大地之上的实
证，在宫殿、王陵、甲骨文、青铜器、古车马等一件件文物中
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勾勒文明发展脉络。

近年来，殷墟王陵区、宫殿宗庙区、洹北手工业作坊区等
不断有新发现，“大邑商”面貌得以更加细致入微地“还原”。

“新一代考古人更要肩负起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的文化使命，扎根田野，孜
孜以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
何毓灵说。

甲骨传承 夯实文化自信之基

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甲骨文专题展厅，刻于龟壳、兽
骨的文字，在光影映衬下显得愈加神秘。三五游客围簇在
展柜旁猜测着一笔一划的意义，不时传来惊叹声。

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遗址考察时指出，“中国的汉文
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
系”“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 3000 年前的文字，把
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 1000年”。

殷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甲骨文无疑是分量最重
的一类。“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作为中华民族最早使用的
成熟文字，甲骨文虽然深埋地下数千年，却一出土即可被
部分识读。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的贺信中指出，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
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2024 年新年贺词
中，总书记再次提到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立新认为，殷商
文化和甲骨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深入理解中
华文明的一把金钥匙，是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
要借鉴。

2020 年底，安阳积极推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
展工程”，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资源建设和管理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

2022 年，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
物馆全面建成、全馆开放，依托数千件文物精华，构建起完
整的中国文字文化展陈体系系统。

依托甲骨文信息处理实验室，越来越多甲骨碎片利用
人工智能图像技术进行自动缀合；甲骨文大数据平台“殷
契文渊”收集了世界各地的甲骨文著录、文献，建立甲骨文
字形库，并向全世界免费开放；“甲骨文动画还原 3000 年
前的战场”等系列创意视频成为网络“爆款”，镌刻在甲骨
上的文字“动”起来、“活”起来。

“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甲骨文肩负的是三千年
文化传承的使命，记录了中华民族前进的足迹，展现了中
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伟大创新精神，对其研究传承、活化
利用，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新时
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晓阳说。

目前殷墟已出土 16 万余片甲骨文，发现单字约 4500

字，已释读的大概有三分之一。为发挥甲骨文研究在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中的积极作用，中国文字博物馆曾发出破译
一字奖励 10万元的“悬赏令”。不久前刚公布了第二批获
奖名单，两个未经释读的甲骨文单字被破译，鲜活的商王
朝“拼图”，又被补上了一角。

与古为新 延续文明传承之光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玄
鸟》中，用热情洋溢的笔调赞美了商朝的诞生和繁荣。

殷墟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
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成为管窥 3000 多
年前商代文明的重要缩影。

“与建于 2005年的原殷墟博物馆相比，新馆不仅规模
大，而且展陈内容、设计理念、展陈形式都有重要创新。”殷
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赵清荣介绍，新馆展厅面积约 2.2 万
平方米，展陈文物数量多、类型全，是商代文物展览之最，
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珍贵文物属于首次亮相，一系列考古
新成果属于首次展示。

殷墟博物馆新馆通过近 4000 件出土文物和数字技
术，全景式展示商代在政治、经济、军事、农业、手工业、文
字等方面的伟大成就。为增加观众参与感，车马遗迹展厅
采取边修复、边展示的展陈方式，甲骨文展厅里设置了数
字海报和数字互动环节。

“殷墟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辉煌阶段，城市、冶金术
以及文字，文明三要素在这里完全齐备，通过博物馆等形
式和载体让国人了解认识并认同我们辉煌的历史，增强民
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是文博人的文化使命。”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说。

“殷墟灿若星辰的珍贵文物、甲骨文献和考古成果，有
助于深度阐释商文明蕴含的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安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永说，新馆的
投用，让古代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为
宣传阐释中华文明密码、延续中华文化根脉提供了新的支撑。

全息投影、虚拟数字人、多媒体交互……殷墟博物馆
新馆科技与文化创意融合，打破传统展厅的静态展示，调
动游客多维感官沉浸式体验。3000 多年前的殷墟以更青
春的姿态走进公众视野，在赓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殷墟的价值及其背后的文化影响已深入华夏民族的
血脉中，它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
力量之源、文化自信之根，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王巍说。

雪后初霁，65 岁的何永献一大早就出了门。他是殷
墟所在的小屯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文保专职干部。对殷墟
遗址重点区域进行巡查，几乎是他每天必做的事。

“小屯是殷墟核心区所在地，每一位居民都签了保护
责任书。”何永献说，守护殷墟是小屯人的使命。

“安阳既有殷墟甲骨文文化地标，又孕育了红旗渠精
神，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在
新时代担当新的文化使命的基础所在、底气所在，对其传
承发展也是我们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的努
力方向所在。”安阳市委书记袁家健说。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郑州 2月 26日电）

铁塔屹立银线纵横，电流涌动大江南北。
电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近年来，国家电网当好

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加快能源结构转
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加大投资力度，提振产业链发展
信心；以高质量的电力供给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
赋能。

聚力电网重大工程建设——2022 年以来，白鹤滩外
送电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来自金沙江的水电仅 7 毫秒即
可“闪送”长三角；750 千伏昆仑山输变电工程投运，这是
青海首批“沙戈荒”基地配套项目……一条条电力“高速公
路”连接起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为经济发展“出力添绿”。

神州大地上一张以东北、西北、西南区域为送端，华
北、华东、华中区域为受端，以特高压电网为主网架、区域
间交直流混联的大电网已成型，城市配电网和农村电网可
靠性增强，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在宁夏腾格里沙漠与新疆哈密戈壁腹地，一望无垠的
光伏板整齐排列，国家规划的“沙戈荒”大型风光电基地坐

落于此。
建设“沙戈荒”基地，必须加快配套电网建设，畅通消

纳通道。
2023 年 6 月，±800 千伏宁夏—湖南特高压直流工

程、汨罗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成后每年可将 360 亿千瓦
时电量从宁夏送到湖南。2023 年 8 月，±800 千伏哈密—
重庆特高压直流工程、栗子湾抽水蓄能电站开工，接入配
套新能源 1020 万千瓦。这些工程是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
示范工程。

集中与分布并举、陆地与海上共进。福建海上风能充
足，沿海核电厂址优势明显。国网福建电力结合区域内海
上风电、沿海核电建设时序，完善骨干网架，建设“四方互
联”电力通道，助力福建打造东南清洁能源枢纽。

大规模风、光新能源密集上马，给电网稳定运行带来
挑战。抽水蓄能电站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钥匙。

2023 年 11 月 25 日，西北首座抽水蓄能电站——新疆
阜康抽水蓄能电站投产发电，“电力丝路”接上了“稳定器”；
12 月 7 日，西南首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抽水蓄能电站——
重庆蟠龙抽水蓄能电站投产发电，实现西南电网调节性电
源新突破……

2023 年，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杜苏芮”等台风来
袭，松辽等流域发生汛情，寒潮、雨雪、低温、冰冻等灾害性
天气频发……

战台风，防汛情，国家电网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防汛应
急响应，做到水退、路通、人进、电来；顶严寒、斗冰雪，员工
昼夜奋战，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抗地震、保供电，迅速应
急抢修，灾区亮起的每一盏灯，都传递着温暖的希望。

国家电网党组书记、董事长辛保安表示，国家电网始
终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
遵循，牢牢把握能源保障和安全这个须臾不可忽视的“国
之大者”，坚定不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保障能源安全、服务经济民生
大局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6日电）

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写在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之际

2024 年 2 月 26 日，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

国家重大考古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新馆对

公众开放。

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迎面而立的高墙上镌刻

着 一 行 醒 目 的 大 字 ，“ 苟 日 新 ，日 日 新 ，又 日 新 ”。

《礼记》记载，这九字箴言是商王朝建立者汤的盘

铭，向参观者展示了一个民族一以贯之的革新姿

态、进取精神，展示了中华文明从历史中演化创造、

于传承中生生不息的守正创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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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基本落定之

后，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正在加速落地。

2024 年 开 年 以 来 ，地 方 金 融 委 、地 方 金 融 工

委 紧 锣 密 鼓 组 建 ，地 方 金 融 管 理 局 也 纷 纷 挂 牌 成

立 。 随 着 自 上 而 下 的 金 融 监 管 机 构 改 革 渐 次 落

地，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2024 年 2 月 26 日，参观者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内观看展出的刻辞卜甲。 新华社记者 李 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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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投资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国家电网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2023 年 12 月 29 日 ，750 千 伏 昆 仑 山 输 变 电 工 程 正 式
投运。 来源：百度

2023 年 5 月 18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
新华社记者 李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