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国内国际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2024年9月23日 星期一 编辑 王春苗 张善奎

本报通讯地址 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1518号 邮编130015 社办公室88600010 编务办公室88600333 夜班编辑室88600578 广告主任室88600727 88600700 广告部88600007 88600008 今日8版
吉林日报发行处咨询电话 88601818 广告许可证号（95）128号 吉林日报社印刷厂承印 零售1.00元

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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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建设大美新疆拼搏进取、不懈努力

（上接第一版）
2015年，电车公司再续传承，精心打造了3台仿古电车，

它们不仅复原了1959年长春电车人自行制造的老“长春号”

的经典造型，还融入了上世纪200型有轨电车的设计元素。

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巧妙结合，仿古电车在外观和内饰风

格上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古典风貌，仿佛将人们带回了那个蒸

汽与齿轮交织的年代。2017年8月17日，这3台仿古电车正

式投入运营，其中2台仿制200型的电车服务于长春公交54

路，1台仿制“长春号”的电车则驰骋在长春公交55路上，成为

城市交通的新亮点。

2017年，电车公司历时8个月，精心为公交集团展览馆翻

新了1台“长春号”及19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车模，让参观者能

够一览长春公交的发展历程。2024年6月，为了让更多市民

近距离感受有轨电车的魅力，电车公司将存放于公交集团展

览馆院内的“长春号”迁移至南阳路站网红打卡地，进行仿古

车展示。

长春公交集团电车公司代班长曲凯，目前负责“长春号”

的展览看护工作。“作为一个劳模班组，这台车承载了太多长

春人的美好回忆，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过来拍照留念，成了网

红打卡地，也推动了电车公司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他说。

从1959年到2024年，长春公交集团电车公司始终以传承与

创新并举的精神，推动着中国有轨电车事业的发展。他们不仅

保留了历史的记忆，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让这些古老的电车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限期返岗通知书
刘福强先生（身份证号：22050319******1017）：

经查，你已长期未实际到岗工作，也未向我公司履行请假手续。
现通知你在2024年9月27日前返回公司进行解释、说明，如至2024
年9月30日你仍不到岗，或虽然到岗，但不能对2024年9月23日至
2024年9月27日期间的旷工行为作出有效解释与说明，公司有权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
司员工休假及考勤管理办法》(2022版）之规定予以开除（解除劳动合
同）处理。

特此通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通化市分公司

2024年9月23日

我分公司拟对中恒通（吉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抵债资产进行处
置。抵债资产坐落于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具体
为：房屋7处，合计27,100.2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5宗，使用权面积为
83,239平方米；地上无证房屋及附属资产，欲了解该物权详细信息请
登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资产租赁。交易对象：交易对象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
相关方除外）。公告发布日期2024年9月23日；有效期限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6个月。交易条件：租金每年最低10万元，按年支付，租期三
年，通过网络平台竞价。

上述物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物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纪检部门联系人：华女士，电话：
0431-88402129。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蒋先生，电话，0431-
88402159；苏女士，电话，0431-88402125。联系地址：长春市二道区自
由大路3999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关于对中恒通（吉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抵债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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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改革激活力促发展——

2003年以来，我国果断推动大型商业银

行股份制改革，大型商业银行相继在沪、港两

地上市，银行业面貌焕然一新。

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引导金融资源

更多流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解决融资难融

资贵难题；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等资本

市场制度变革，为科创企业提供良好融资环

境……坚持问题导向，瞄准重点领域，坚持以

改革解决不同时期金融发展面临的难题。

以改革强监管防风险——

2023年5月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正式挂牌，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迈出

重要一步。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银行“大一

统”监管模式，到“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从

2017年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到

2023年启动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以改

革理顺体制机制、提升监管效率，我国金融监

管制度的“铁篱笆”不断扎紧，为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以开放促竞争促繁荣——

今年5月9日，万事网联信息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开业，成为在我国开业的

第二家合资银行卡清算机构。

开放，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启

动沪深港通、沪伦通、内地与香港债券通、互换

通，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领

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企业征信、评级、支

付等领域给予外资机构国民待遇……近年来，

我国金融业开放不断深化，金融业在不断扩大

开放中持续提升自身竞争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业将持续为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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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张千千 刘羽佳

他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

者和杰出代表，出版60余部专著、主编20余

部中国法制史教材，培养了我国第一届法制

史专业博士生，培育出百余名博士毕业生。

在70余年治学育人生涯中，94岁的中国

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始终秉持“不偷懒、

不自满”严谨态度，多年来甘愿坐“冷板凳”，

“从不敢说一句狂话”。

他读书立志，立德育人，桃李满天下。

“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为国家富强而读书，是张晋藩从小立下

的志向。

“1930年我出生在沈阳。我的童年是在

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下度过的，那时历史课不

教中国的历史。”张晋藩回忆道，“‘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侵略者就是要让中国人忘记自

己的根。”

“祖父因饥荒过世。战乱频仍，想买一口

棺材都没地方买。幼年时这些刻骨铭心的经

历，激励着我要为国家富强好好读书。”张晋

藩说。

1949年7月，张晋藩进入华北人民革命

大学学习，此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

法制史专业研究生。当初，在不少老师和同

学眼中，资质出众的张晋藩就读冷僻的法制

史专业有些屈才。但是，在酷爱读书尤其是

爱读史书的张晋藩看来，这个选择真是天大

的幸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古代法

律的内容精彩纷呈，传承中华法制文明，可以

弘扬中华民族在法制上所体现的坚韧进取的

民族精神，激发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

内在的潜能。”张晋藩说。

1979年以前，国外曾三次召开中国法制史

国际研讨会，都未邀请大陆学者参加，这严重

伤害了包括张晋藩在内的中国学者自尊心。

张晋藩说，必须要加快编辑出版《中国法

制通史》，不能让子孙后代到外国去学习中国

法制史。

自此，张晋藩牵头召集国内法制史学界的

学术力量，历时19年时间，苦心钻研，出版《中

国法制通史》十卷本，为新中国法制史学科做

出奠基性、开创性工作。1999年，《中国法制通

史》正式出版，全书共10卷、500余万字，被意大

利学者誉为中国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为发展中国法制史载欣载奔

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张晋藩留校任

教，从此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和教学之路上辛

勤耕耘，不断开风气之先。

除了《中国法制通史》，张晋藩牵头历时

23年编辑出版《中华大典·法律典》，耗时16

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发表新中

国涉及古代民法第一篇论文，撰写《中国法律

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史》等享

誉学界的著作60余部，主编《中国司法制度

史》《中国民法史》等30余部专著和20余部教

材，发表专业论文430余篇，其部分专著和文

章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出版。

尽管著述等身、载誉天下，但张晋藩始终

恪守“不偷懒、不自满”治学原则。

“对于一些发表过的文章，时不时重读一

下，看看是否要修改。”他说，“什么时候也不

敢说一句狂话，自己只是看到法制史殿堂的

门楣，载欣载奔而已，距离‘达到’还远着呢，

因此也不敢偷懒。”

由于长期的辛勤劳累，加上年龄不断增

长，如今张晋藩的视力严重下降。但是，借助

高倍放大镜，他仍然每天上午八点半开始工

作，坚持阅读写作、指导研究生论文。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完成这些项

目，就是为了发展中国法制史学，弘扬五千年

的中华法文化。”张晋藩说，“我深切感受到，

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强大的文化

支柱，一个国家就很难全面发展、真正强盛。”

推动中国法制史学科桃李满天下

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是张晋藩坚持

一生的事业。

张晋藩的第一位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

原副校长朱勇说，老先生以其高尚的品格和

博大的胸怀，以其坚毅的性格和辛勤的汗水，

铸就了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

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研究生

院。同年7月，张晋藩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

中国政法大学主持研究生院工作。当时，中

国政法大学首批招收了125名硕士研究生。

张晋藩介绍，一次招收这么多研究生是

前所未有的，而中国政法大学的师资力量完

全不可能胜任，必须聘请校外的专家，组成各

个硕士学科的导师组，才能完成任务。当时

他积极聘请的校外导师几乎涵盖京内外法律

院校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受聘的专家非常积

极地投入这项工作。

除学业教育外，张晋藩格外重视道德教育。

他说，培养人才首重立德，这是做人的根本。只

有巩固这个根本，才能够发挥所学，为国所用。

自1984年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以

来，张晋藩迄今已培养博士生百余人，其中包

括多名外国留学生。如今，张晋藩仍然坚持给

每年新入校的博士生上课，并亲自带博士生。

“只要身体能顶住的话，我还是要多读一

点东西、多做一些研究。”他说。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张晋藩：让中国法制史的参天大树根深叶茂
新华社记者 吴文诩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新华社台北9月22日电（记者王承昊 傅双琪）时隔4年多，

金门22日上午迎来首个大陆旅行团。这个20余人组成的旅行

团当日从厦门经“小三通”抵达金门，预计展开为期2天1夜的观

光行程。

8月30日，文化和旅游部宣布将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

9月18日至20日，厦门市旅游协会踩线团一行于金门开展考察

与旅游交流。

据台湾媒体报道，22日上午，金门县政府在水头码头安排舞

狮表演，并拉起“热烈欢迎厦门旅行团莅临金门”的红色横幅。金

门县观光处处长许绩鑫代表金门县县长陈福海到场欢迎并表示，

期待两岸互动能更加顺遂、顺利、顺行，并能常态性发展。

“期待首发团团员能从金门带着满满回忆回到厦门，将金门

的美好告知亲友，带动更多陆客来金旅游，促进金门观光及在地

产业蓬勃发展。”金门县观光处发布新闻稿表示，厦门市旅游协会

踩线团刚离开，金门随即迎来厦门首发团，这是多方努力的结果。

金门民意代表陈玉珍当日表示，开放大陆团客，会有很多金

门业者受益。她同时呼吁民进党当局尽早解除台湾民众赴大陆

旅游的“禁团令”。

台媒报道称，旅行团首日将走访水头聚落等金门知名景点，

次日将参观明遗老街等地，预计23日下午返回厦门。

金门迎来疫情后首个大陆旅行团

9月22日拍摄的包银高铁磴口黄河特大桥合龙现场（无人

机照片）。当日，随着最后一节重达575吨的钢箱梁成功吊装，

包头至银川高铁（以下简称包银高铁）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磴口黄河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贯通。包银高铁线路建成投入运

营后，包头到银川列车旅行最快时间将由6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

右。 新华社发（杨睿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