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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14家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45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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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赵文
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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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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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文件精神，吉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
决定，省直4个部门（单位）所属14家事业单位向社会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45名。

其中，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岗位招聘范围为2024
年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2年和2023年毕业
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所
有岗位均采取电子邮件报名的方式进行，由招聘单位
或主管部门受理。报名时间：10月9日—10月14日9：
00—16：00。考试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进行，可视情况
采用网络面试、现场面试等形式由招聘单位或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实施。面试具体时间、地点和采取的面试
方式待报名结束后由招聘单位或主管部门另行通知。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http://
hrss.jl.gov.cn）、吉林省人事考试中心网站（http://
www.jlzkb.com）为本次招聘公告（含补充公告）的发
布网站。公告中各招聘单位或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
为此次公开招聘的工作网站，有关招聘事项及各种通
知等信息，均通过工作网站进行发布，请考生注意查
询。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我国耕地保护
实现“人人动手、指尖监督”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王立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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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三省缺陷产品召回技术联盟
在长春成立

在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大力支持和吉林省市
场监管厅积极推动下，9月20日，由吉林省质检院缺陷
产品召回中心发起的东北三省缺陷产品召回技术联盟
在长春正式成立。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市场监
管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辽宁、吉林、黑龙江、海
南、山东、山西、内蒙古、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区市
缺陷产品召回工作负责同志参加此次成立活动。

在活动现场，东北三省缺陷产品召回技术机构代
表签署了《技术联盟协议书》，明确了合作宗旨、原则、
机制，并从加强缺陷信息共享、联合开展缺陷产品调
查、建立人才培养合作新模式、深化缺陷产品召回课
题研究、强化缺陷风险评估技术交流、共同推动缺陷
产品召回处置、加大质量共治工作等方面确定了联盟
工作重点。其他省份的代表分享了黄河流域、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在推动缺陷产品召回工作方
面的先进经验和创新做法。

联盟的成立，将全面提升东北三省缺陷产品召回
工作合力，为东北地区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
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陆续

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突破600万家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张千千 刘羽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