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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的“顶梁柱”。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屡创佳绩，为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
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时代新
征程，国有企业牢记“国之大者”，在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不断增强核心功
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撑起国民经济脊梁

今年 7 月，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第 900
万辆解放牌卡车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智
能工厂下线。70 多年前，这家企业从零起
步，三年建成投产，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
汽车的历史。

七代解放牌卡车的更迭、中国一汽发展
壮大的历史，折射出我国汽车工业的沧桑巨
变，也印证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国家命运始
终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发展工业
成为重要任务。造出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第
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大庆油田甩掉中国

“贫油”帽子，鞍钢研发出“争气钢”……一批
“共和国长子”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起步，创造了一系列“新中国第一”，拉开了
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时代大幕。

改革开放浪潮奔涌，国有企业在艰难中
探索，努力做好与市场经济融合这篇“大文
章”。一批面向市场竞争、以质量效益为导
向的现代企业“破茧而出”。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资国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企业改革发展发生了
全局性、转折性重大变化。

75 年长歌奋进，国有企业发展脚步铿
锵，取得不凡成绩。

1952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28.2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49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
业资产总额从 2012年的 71.4万亿元增长到
2023年的 317.1万亿元，利润总额从 2012年
的 2 万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4.5 万亿元，规

模实力和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75年风雨兼程，国有企业“姓党为民”的

政治本色更加彰显。
国有企业强化公共服务和应急能力建

设，目前提供了全国近 100%的原油产量、
100%的电网覆盖、97%的天然气供应量，建
成运营覆盖全国的基础电信网络。

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累计上缴税费超
过 20万亿元，上交国有资本收益 1.5万亿元，
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 1.2 万亿元；坚决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累计投入和引进帮扶
资金超过千亿元。

在抢险救灾中打头阵，在科研攻关中当
先锋，在经营发展中创佳绩……一次次大战
大考中，国有企业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全力
以赴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千方百计保证
市场供应稳定，关键时刻彰显了“大国重器”
的责任担当。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C919国产大飞机首次飞抵拉萨；超级工
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伶仃洋上架通途；嫦
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
样返回；我国首口万米深地科探井正式穿越
万米大关……

今年以来，一系列“大国重器”接连“上
新”，多项超级工程惊艳亮相，彰显了我国国
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硬核”科技实力。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企业日益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
体。作为其中的骨干中坚力量，国资国企把科
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产出量质齐升。

集中优势资源，着力攻克“卡脖子”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技术难题和国际

封锁，广大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接续奋斗，
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一
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首创成果振奋人心，其中

“两弹一星”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座历

史丰碑。
历史一再证明，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

买不来、讨不来，只能靠自己搞出来。
近年来，国资央企聚焦工业母机、工业

软件等重要领域，组织百万科研人员投身攻
关一线，有力维护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
量子信息、深空深地深海等领域建设 97个原
创技术策源地，实施“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等
11个专项行动，在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领域不
断实现突破。

破除机制藩篱，打通创新“血脉”——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不断完善出资人政

策，科技创新考核对工业和科研企业实现全覆
盖；“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4.5%，过去两年研发投入均超过万亿元。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广大国有企业正
探索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中长期激励和成
果转化收益分享机制，做实做细合规免责机
制，让国有企业充满生机活力，创新创造的
潜能充分激发。

推动深度融合，让科技与产业“双向
奔赴”——

统计显示，今年前 7个月，中央企业完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超1万亿元。

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和“AI+”专项行
动，启动央企产业焕新行动和未来产业启航
行动……近年来，国资央企采取一系列举措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
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纵深推进国企改革

“到 2029年，在中央企业集团和各级应
建董事会的子企业全面建立科学、理性、高
效的董事会。”日前召开的一场专题工作推
进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明确了未来深化央企
董事会建设的具体目标与工作重点。

董事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的重要内容。业内人士认为，上述举措意味
着在解决了相关制度从无到有的问题后，新
一轮改革行动乘势而上，将重点推动改革成

果制度化、长效化、实效化。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国

企改革的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

济大潮，国企经营者们发现，除了勇敢地走
向市场外别无他路。

经过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推行股
份制改革、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
艰辛探索，重新焕发活力的国有企业，开始
真正地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并且在竞争中发
展壮大。

进入新时代，国资国企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涉深水区、啃硬骨头，
全面落实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接力实施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令人振奋。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
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剥离企业办社会

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收官，三项制
度改革全面破冰突围，国资监管专业化、体
系化、法治化、高效化优势切实发挥，一批发
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的现代
新国企加速涌现。

布局结构优化调整深入推进——
央企层面累计完成 28组 50家企业重组

整合，新组建和接收央企 15家；大力推动传
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2023年
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首破10万亿元。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协同
发展——

截至目前，中央企业对外参股投资各类企
业超过1.3万户；央企直接带动的供应链上下
游200多万户企业中，96%是民营中小企业。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纳入全
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全局，进行了系统部署，
明确了新征程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位、
前行的节奏和工作的重点。

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国资国企正全
力以赴落实好各项关键任务，以更高站位、
更大力度把改革向纵深推进，更好地履行新
责任新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勇扛大国“顶梁柱”使命担当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资国企发展成就综述

地缘相近，人文相通，中国与东盟国家
双边贸易一路上扬。

如今，品种丰富、价格亲民的东南亚榴
莲，在国内就能吃到，“小电驴”、蜜雪冰城全
面“登陆”东南亚市场。中国连续 15年保持
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 4年成为中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4日，第2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
南宁开幕。作为促进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的重
要平台，5天时间里，超3000家企业将在一系列
活动中“携手”继续做大双方经贸“蛋糕”。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国
家双边贸易从 2004 年的 8763.8 亿元增至
2023 年的 6.41 万亿元，年均增长 11%，较同
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快 3个百分点，占中国
外贸总值比重由 2004年的 9.2%提升至 2023
年的15.4%。

今年前 8个月，东盟继续为中国第一大
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

10%，快于中国外贸整体增速 4个百分点，占
中国外贸整体的比重稳定在15%以上。

“中国与东盟共同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
发展。”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说。

除了“量”的增加，还有“质”的提升。
2023 年，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锂电池、太

阳能电池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均高速增
长；今年前 8个月，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纺
织服装等领域合作带动下，中国对东盟进出
口中间品同比增长 9.6%，较同期中国中间品
进出口增速高4.1个百分点。

互利共赢是经贸合作的本质。亮眼的
“成绩单”有哪些“助推手”？

——民营企业成为“主力军”。
文化相似、消费习惯相似、拥有 6 亿人

口……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需减弱的背
景下，这些特征使得东盟国家成为中国企业

“出海”的必争地。
拼多多集团旗下的跨境业务平台 Temu

先后向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国“进军”，广西
北海市宽利水产公司将冻熟毛蚶肉、冻熟鱿
鱼肉等海产品销往马来西亚……民营企业
纷纷加大对东盟市场的布局力度。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8个月，中国民营企
业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 13.3%，占同期中
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的 62.2%，占比较去年
同期上升1.8个百分点。

——农食产品成为“香饽饽”。
位于广西崇左凭祥市的友谊关口岸，一

辆辆装满各类水果的货车由此驶入中国—东
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许多来自东盟国家
的榴莲、火龙果、菠萝蜜、山竹等热带水果由
此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产的菜心、芥蓝、葡
萄、芒果等果蔬也从这里销往东盟国家。

农食产品的生意越做越旺。
2023 年东盟为中国农产品第二大进口

来源地。今年前 8个月，中国进口东盟农产
品 1613.4 亿元，其中干鲜瓜果、食用水产品

分别增长 0.6%、2.7%；中国对东盟出口农产
品 1034.3亿元，其中蔬菜、苹果、葡萄出口分
别增长17.2%、23.8%和26.1%。

——便利通关成为“加分项”。
通关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贸易成本。

为了助力东盟产品加速来到中国消费市场，近
年来，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北部湾港

“水果快线”、节假日预约通关服务、建设进境
水果指定监管场地等创新举措陆续“上线”。

比如通过昆明海关施行的“运抵直通”
通关模式，满载越南中药材、老挝木炭、泰国
水果等产品的货车最快只需 15分钟就能完
成从入境到驶离云南河口口岸海关监管场
所，运往国内市场。

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秉持合作共
赢精神，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
共同家园，向着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不断迈进。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20年“超”速增长！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 国家统计局
23日发布的新中国 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系列报告显示，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 66.16%，比 1949 年末提高
55.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5个百分点。

这是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
市规模逐步扩大、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
生动缩影。75 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
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
程。1949 年末，全国城市共有 129 个，城
市人口共 3949 万人。2023 年末，全国城
市个数达到 694个，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常
住人口达到 67313万人。其中，常住人口
超过 500 万的城市有 29 个，超过 1000 万
的城市有 11个。

在改革开放大潮激荡下，开发区、工
业园、新城和新区等不断涌现，城市建设
快速突破老城区的界限。1981年，全国城
市建成区面积 7438 平方公里，到了 2023
年，全国城区实体地域面积达到 62038平
方公里，增加了 54600 平方公里，增长了
7.3倍。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陆续发
布，我国城市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
强，2011年以来增加的 11个地级市中，有
9个位于西部地区。

城市地域面积不断增加、区域分布更
加均衡的同时，城市的经济实力也在日益
增强。1988年，全国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只
有 7025 亿元，占全国的 50.7%。到 2023
年，仅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就达 77
万亿元，占全国的61.1%。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
进，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
限制基本取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加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快向常住人口
覆盖、供给水平不断提高。城乡融合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明显缩小，全国城乡居
民收入比由 2012年的 2.88下降到 2023年
的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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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 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突破600万家。

这是记者 23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数据显示，2024
年 1至 8月，我国制造业企业数量呈现稳健增长态势。东部
地区产业集中度及产业链成熟度优势明显，制造业企业总量
占比最高。中部地区承东启西、沟通南北区位优势独特，制
造业企业数量增幅最大。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和质量逐
步提升，国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开始显现。

据统计，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达
到 603万家，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 5.53%，其中与战略性新兴
产业有关的企业 51.53万家，占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8.55%，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6.35%。

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387.2万家，占我国制造
业企业总量的 64.21%。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五省
制造业企业合计 339.05 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56.22%。

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113.39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
业总量的 18.8%。2024年 1至 8月，中部地区新增制造业企
业 6.97万家，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 6.55%，与其他地区相比
增幅最大。

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75.59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
业总量的 12.54%。2024年 1至 8月，西部地区新增制造业企
业3.76万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5.23%。

东北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26.83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
业总量的 4.45%。2024年 1至 8月，东北地区新增制造业企
业0.99万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3.87%。

我国制造业企业
总量突破600万家

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 自然资源部永久基本农田查询
平台 23日正式上线，向全社会提供永久基本农田查询服务。
我国耕地保护实现人人动“手”的“指尖上的监督”。

公众可通过在微信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小程
序、访问自然资源部官方网站或者下载自然资源部 App 等
多种渠道，便捷、快速地查询到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空间位
置等信息。

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在互联网上向社会提供永久基本农
田查询服务，可供查询范围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少量数据
还需要进一步处理和完善，涉及用地审批、督察执法等事项
需向当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后
续将逐年更新完善，逐步做到全覆盖。

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并实施特殊保护的优质耕地，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重要作用。2022年，自然资源部会
同有关部门组织各地开展了新一轮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将《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确定的 15.46亿
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落图，严格管控。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

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正式上线，是对永久基本农田依
法实施特殊保护的重要举措，是对各地已开展的永久基本农
田公布工作的重要补充，可以为广大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共
同监督和保护永久基本农田提供更多样化的渠道。

公众通过在平台上查询确认耕地性质，如发现在永久基
本农田上开展种植果树、花卉、挖塘养鱼等活动并改变耕地
性质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住宅或其他建筑物，以及堆放
建筑垃圾等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条件的，向当地县级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反映，可得到及时处置。

我国耕地保护实现
“人人动手、指尖监督”

9月23日，麋鹿在江苏东台条子泥湿地觅食（无人机照片）。时下，秋色斑斓，构成一幅美不胜收的秋日画卷。 新华社发

秋景如画秋景如画

遗失声明
●银川毅飞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74N6K2U）遗失医疗机构许可证副本。特此声明。
●银川市兴庆区世纪华联超市掌政镇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640100MA76MY4J9W）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
●张文成（身份证号：640111199306261516）遗失银川市兴

庆区大新家园 2-2-502 室物业储备金收据 1 张，收据号：
00418550，金额：4890.5 元，开具日期：2016 年 5 月 23 日，面积：
97.81平方米。特此声明。

中国信达宁夏分公司关于宁夏广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

宁夏分公司”）拟对宁夏广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4年8月31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24,050,624.20元。
债务人位于固原经济开发区警民南路，该债权由王国栋、高秀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以王克明、陶秀琴名下位于固原市原州区警民南路营业房及商业用地设置抵
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声誉及相
应的购买能力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拍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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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
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
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该债
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
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李经理
联系电话：18695142717
电子邮件：liruoy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新丝路46号银帝大厦15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951-889718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zhuru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宁夏分公司关于银川晶峰玻璃有限公司等3户的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

宁夏分公司”）拟对银川晶峰玻璃有限公司等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4
年8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74,428,516.21元（最终以法院认定金额为准）。
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银川市贺兰县、兴庆区、西夏区等地区。该资产包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声誉及相应的购买能力等
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
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
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体。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
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公告有效期：15
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
请与中国信达宁夏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杨经理
联系电话：0951-8897157
电子邮件：yangchanghe@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新丝路46号15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951－889718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zhuru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封路公告
根据银川兵沟黄河公路大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兵沟大桥月

牙湖互通区水毁隐患治理项目的施工要求，宁夏富民伟业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需对银川兵沟黄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月牙湖互通D匝道
1#桥下水毁、A匝道涵洞出水口进行维修施工。计划于2024年9月
15日至2024年10月20日对银川兵沟黄河大桥及连接线月牙湖互
通A匝道、D匝道采取单向半封闭措施。交通管制期间，请经过该
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按照交通指挥人员和交通指示牌的指示通行。
请广大驾乘人员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路线。因施工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

银川兵沟黄河公路大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秩序科

城市商品房预售公告
宁夏红宝农特产品有限公司开发的：观园悦府项目 S1#、S2#

商业楼，建筑面积：5222.89㎡，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2024）房屋
预售第 010号，符合《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具备预
售条件，准予预售。特此公告。

中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9月23日

宁夏日报广告服务热线

权威 公信 广覆盖
0951095109510951----6032801603280160328016032801
0951095109510951----6032148603214860321486032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