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471-6635350或0471-6659749

5责任编辑：郭力 版式策划：陈平 制图：王涛

2023年11月3日 星期五/ 要闻 /

这是墨脱县城（2023年 10月 13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新华社记者

曾经，这里被称为“高原孤岛”。
连绵险峻的喜马拉雅山，汹涌奔腾

的雅鲁藏布江，将西藏墨脱“圈禁”在高
山峡谷间。

如何修通一条路，从褶皱的大山中
“走出来”，成为一代又一代墨脱人心中
持续的希冀。

——为了生存，“60后”的朗杰，把
生活物资背回家，用双脚走出大山。
100多公里，来回走了8天。

——为了履职，“80后”的白玛曲珍，
到拉萨集合出发参加全国两会，走路加坐
车走出大山。800多公里，走了4天。

——为了理想，“00 后”的白玛央
珍，到上海求学，坐汽车和飞机走出大
山。4000公里，只用了1天多。

三代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走出大
山，背后是墨脱交通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年前，波密至墨脱的公路建成通
车。“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变成了

“全国最后通公路的县”。
墨脱人，终于走出大山。
十年后，记者再访墨脱，继续见证

墨脱人“走出大山”的故事。

困山·畏山

进墨脱，从林芝市波密县扎木镇开
始上山。

在岗日嘎布山脉里一路上行，穿越
海拔近 5000米的嘎隆拉雪山，再一路
向下，雅鲁藏布江便映入眼帘。峡谷两
岸，山峰突兀，峭壁林立，在呼啸山风和
哗哗流水声中，车辆在“挂壁公路”上只
能缓缓前行。

当地流行这样一句话：走过墨脱
路，不怕人间苦。

“没通公路前，我们走的都是山间羊
肠小道、溜索、木桥和藤桥。”土生土长的

“老墨脱”珞巴族司机布加说，“全县上下
的物资，从盐巴到粮食、从药品到课本，
都只能靠人背马驮，东西也贵得吓人，水
泥论斤卖，大米还带着马汗味。”

1997 年，有记者在墨脱街头捕捉
到这样一个细节：1斤猪肉30元，1斤大
米要10元，连鸡蛋也要3元钱1个……
当地的店老板看到外地人被物价吓倒，
急忙解释：“都是不通公路惹的祸。”

记者在路边停车休息时，偶遇跑运
输的墨脱村村民布珠嘎。

“我从12岁开始做背夫，每次往返
要十来天。”布珠嘎说，“那时经常面临
生死考验，有的路窄得只能容下半只
脚。有一次因简易木桥断裂，我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一位同伴被湍急河水卷
走。我自己也好几次差点跌下悬崖。”

与布珠嘎同行的大车司机高永，对
过去印象最深的是背病人去林芝就医。

“10多位背夫，大家轮换着背，每人半个
小时。结果路还没走一半呢，人就没了。”

采访间，仰望着远处一座座高耸入
云的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江似乎也正
在诉说那段历史。

连日来，记者听到了更多的心酸往
事——

原甘德乡（现甘登乡）乡政府挂牌
时，门牌需要人从县里背几十里山路到
乡里。不到3米的门牌，却因山路狭窄
悬崖危险难以背过去，干部只能将门牌
从中间锯为两截，挂牌时再拼合在一
起。这个拼合的政府门牌，直到整乡搬
迁时还挂在那里。

在加热萨乡，修建小学时尚没有通
村公路，挖掘机进不去。人们只能把挖
掘机拆成一堆零件，再由人背畜驮搬进
去后组装，挖掘机大臂要 15个人才抬
得动。从拆到装，前后要两个月时间，
背夫运费就花了20多万元。

在背崩乡，德尔贡村村民为军当背
夫，为了省力，攒钱买了匹骡马，结果骡
马第一次“出征”就不小心摔下悬崖。

“峡谷太深，连骡马尸体都没找到。”
“当时，一条能通汽车的路，是墨脱

人很多年来的渴望与期盼。”布珠嘎说。
困于大山，畏惧大山。在重峦叠嶂

的大山面前，仅凭借着一双双脚板，显

得太过单薄无力……

开山·通山

在墨脱德兴乡，记者见到了正在忙
碌的乡党委副书记白玛曲珍。

这位门巴族姑娘快言快语：“我人
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发生在 2013年全
国两会期间。”

“现在到墨脱的路通了没有？”在同
西藏代表团交流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
向全国人大代表白玛曲珍询问。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白玛曲珍记忆
犹新。

“全国那么多大事，但习近平总书
记却惦记着墨脱的公路建设。这说明
中国梦不会遗忘祖国的任何一个角
落。”她说，“我告诉总书记，2013年公
路有望全线通车。”

2013年 10月 31日，波墨公路正式
通车。墨脱人告别了只能靠双脚走出
大山的历史！

但有多少人知道，为打通这条进山
通道，党和政府在几十年间的一次次尝
试和努力。

《西藏公路交通史》有载，自 1961
年起，有关部门就曾多次组织墨脱公路
前期勘测，勘测人员步勘至易贡白山
顶，凭望远镜俯视到墨脱县城，“因下山
无路，即折返。”

1965 年，墨脱公路修筑指挥部在
拉萨成立，动员民工 700余人，开始修
筑通往墨脱的公路，最终却因施工太难
而被迫停工。

1975年，西藏决定再次修建墨脱公
路。1980年，墨脱公路修到了106K（公
里）处，但一场大规模泥石流，使大段新路
被毁，开过去的汽车及运过去的筑路机
械、桥梁钢架等都因无法撤回而废弃。

1990 年，墨脱公路修建又一次启
动。到 1994 年 2月，修通了进入墨脱
的一条土质公路。几辆汽车跌跌撞撞
驶入墨脱县城，可因为塌方和泥石流，
再也没能驶出。

至今仍矗立在波密县扎木镇的“墨
脱公路粗通纪念碑”，记载了中国公路
史上这条“通车时间最短公路”的历史。

2009年 4月，波密至墨脱公路新改
建工程全线开工。这是历史上第五次
修建墨脱公路。

直到四年半之后，迎着新时代的春
风，波墨公路才全线通车。

为了修通这110多公里的进山路，
半个世纪里，先后有200多名筑路工人
献出了生命。

最近十年，对公路的升级改造仍在
继续——

西藏自治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
理中心墨脱片区负责人余颖介绍，2017
年 11月，波墨公路整治改建工程开工，

在嘎隆拉隧道出口路段增设了三处防
雪棚洞，延长了公路的年通行时长。

2023年 8月，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开
工，嘎隆拉隧道出口段的14座钢桁架桥
将被改造成永久桥梁，公路更加畅通。

“波墨公路通车10年来，整治改建
一直在进行，路况条件也越来越好。”余
颖说。

护路工作也随着公路的开通持续
进行。

据统计，从 2013 年 11 月至今，波
墨公路遭遇持续强降雨652次、强降雪
265次，边坡和路基塌方258处，泥石流
394次，雪崩71次……

“过去的修路者，用血肉之躯凿出一
段历史，体现了国家的力量，也体现了墨
脱人不屈不挠的性格。”负责公路养护的
向巴平措说，“如今，我们接手这条公路，
一定要养好、护好，确保道路畅通。”

回山·进山

甩掉了大山羁绊，墨脱人宛如山坡
上的格桑花，有了雨露的滋润，绽放出
别样风采。

门巴族姑娘西绕措姆，记得当年外
出求学时，她和父亲带着柴刀干粮、背
着书包被褥，花了几天几夜，才走出大
山。她说：“看着磨满血泡的双脚，还有
蚂蟥咬出的几十处伤口，我就曾暗下决
心：‘再也不回来了。’”

但波墨公路全线贯通后，心系家乡
的西绕措姆，却又决定回到墨脱创业。

经过一番选择，西绕措姆做起了水
果电商，今年仅火龙果就卖了 3000多
斤。“墨脱产香蕉、柠檬等水果，过去不
通车卖不出去，现在交通方便了，卖到
哪都行，市场空间非常大。”

和西绕措姆一样，更多走出大山的
人们，如今又回到了大山。一些大学生
毕业后选择返乡工作，成为公务员、教
师、医生和企业经营管理技术人员。

更为难得的是，一些大山外面的人
开始在墨脱创业扎根。

今年35岁的贡秋次仁从察隅县来
到墨脱，在格当乡成立尼日卡林下资源
种植合作社，带动附近群众种植灵芝、
羊肚菌和黑木耳。

“没有道路的通达，哪有产业的发
展？”贡秋次仁说，“现在我们的产品可
以销往北京、广东等地，合作社社员每
年增收1万多元。”

在墨脱县城，记者跟来自四川的餐
馆老板吴胜利聊天，得知他已定居墨脱
10年了。

“这里赚钱比老家容易，原来我想
着赚了钱就回老家。后来看交通越来
越方便，也就安下心来，留在了这里。”
吴胜利扎根墨脱后，还娶了一位漂亮的
门巴族姑娘，“我现在都有两个孩子了，

以后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路通了，人多了，产业兴旺了。行

走在墨脱的街道上，处处洋溢着生机。
林芝市委常委、墨脱县委书记符永

波介绍，当地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 2.6
亿元提高至2022年的7.9亿元。2012年
墨脱县接待游客不足2万人次，而今年前
9个月，这个数字就跃升到了34.8万。

金山·银山

路，是墨脱的一个奇迹，正在改变
着这里的一切。

茶田纵横，茶香氤氲。走入云雾缭
绕的墨脱村茶山，27岁的茶农贡桑拉姆
正在忙着田间管理，“我现在也是种茶‘老
把式’了，除草、施肥、采茶都没问题。这
十多亩茶园，去年收了两万多元。”

不远处，今年 43岁的墨脱村村委
会副主任达瓦次仁聊起了2013年开始
种茶时的担心：“大伙儿心里直犯嘀咕，
一怕没技术，二怕没市场。”

2016年，经历了3年的辛勤劳作，达
瓦次仁第一次获得了茶田收入。去年，达
瓦次仁一家光靠茶叶就赚了4.6万元。

一片小小茶叶，正是公路带来的红利。
“以前，茶叶在墨脱是稀罕物，群众

喝茶都是个问题。公路开通后，我们引
进茶叶种植，有了发展的底气。”墨脱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袁瑜贵说，“如今，我们
不仅种出了茶叶，还卖到了全国各地。”

目前，墨脱县已建成103个高标准高
山有机茶园，总面积约1.92万亩，有39个
村因种植茶叶受益，每年增收上千万元。

一路通，全域新。过去偏僻的山村，
如今也成了旅游打卡地。背崩乡巴登村
利用临近公路的优势，做起了乡村旅游，
目前办起了5家民宿，每年夏季房间供不
应求，今年民宿收入就达50多万元。

“我们竟能吃上‘旅游饭’，这是以
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村支书新生感叹，

“10 年前，我们村的年人均收入只有
1000多元，现在已达到了1.7万元。”

如今，墨脱县又迎来了一个好消
息：米林市派镇至墨脱县的公路主体工
程已完工，林芝市区至墨脱县的路程将
由原来的346公里缩至180公里。

新生说：“交通方便了，游客进来
了，土特产也卖出去了，我们的好风景
也更值钱了。咱这绿水青山真成了金
山银山！”

墨脱通车后，白玛曲珍更加深切感
受到总书记对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的
真挚感情。

“我希望有机会再向总书记报告，
说说我们走出大山的新变化。”白玛曲
珍说。

（记者 储国强 翟永冠 刘洪明
格桑朗杰）

（新华社拉萨11月2日电）

那 山·那 路·那 城
——再访“全国最后通公路的县”墨脱

■上接第1版
根据夏航季、冬航季的变化，锡林

浩特机场适时调整、优化航线网络布
局，提升航线网络通达性，采取“区
外+支线+支线”的互联互通市场开发
模式，成功运营了“成都至巴彦淖尔至
锡林浩特”等 13条互联互通航线，占
锡林浩特机场进出港航线的 52%，占
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公司“支支通”航

线的 34%。冬航季，内蒙古民航机场
集团公司计划运营 40条“支支通”航
线，锡林浩特机场占37.5%。

“支支通”航线的不断扩充，不
仅实现了锡林浩特与西安、成都、
哈尔滨等 5 个区外航点的联通，同
时通达区内 11 个城市，充分发挥锡
林郭勒盟旅游资源优势，推进了航
旅融合。

锡林郭勒盟架起“空中桥梁”让出行更便捷

■上接第1版
按照《实施方案》，内蒙古将重点

从建立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制度、提升
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强化沙化地
区治理保护等7项具体措施全面加强
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从健全监管制度
机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协
同监管等5项具体措施依法严格人为

水土流失监管；从突出抓好黄河流域
水土流失治理、全面推动流域综合治
理、大力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等
5项具体措施大力推进重点区域水土
流失治理；从健全水土保持规划体系、
完善水土保持工程管护制度、加强水
土保持考核等6项具体措施提升水土
保持管理能力和水平。

我区加强水土保持有了最新“路线图”

■上接第1版
大手笔的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次第

展开，黄色褪去、绿意铺陈。在干部群
众年复一年的辛苦劳作中，科右中旗
93.23万亩的防护林，一平方米一平方
米地变绿。

人与沙的对垒，也是生产方式的
转变和思想观念的提升。科右中旗是
兴安盟唯一的牧业旗，对于世代居住
在这片土地上的农牧民来说，“胎教就
是牛羊叫”。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由
于牲畜头数居高不下、“一羊独大”的
格局逐渐形成，科右中旗畜牧业产业
结构严重失衡，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空
前的压力。

“只有采取最坚决的态度、实行
最严格的制度，阻止沙化面积进一步
扩展。”科右中旗下决心实施“禁牧、
禁垦、禁伐”，同时采取划区轮牧、封
山禁牧等一系列保护性措施，让草原
得以休养生息。

“三禁”的最终目的并非治沙，农
牧民也要生存和发展，因此配套的服
务保障和政策补贴要跟得上，才能实
现双赢。

科右中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福
泉表示，科右中旗大力实施减羊增牛、
发展舍饲养殖、扩大饲草种植规模，探
索出“禁牧之下草原增绿、牧业增效”
的产业化防沙模式，转型中的农牧民
也逐渐意识到“守绿”才能“换金”。

在防沙治沙实践中，科右中旗还
将保护性耕种应用到防沙措施中，推
广使用土地免耕技术，科学配置防治
模式，减少冬春季节农田裸露、沙尘泛
起，为农田穿上“防沙衣”。

“2021 年，科右中旗被自治区确
定为实施保护性耕作整地推进9个旗
县之一。2023年，全旗整地推进保护
性耕作实施面积122万亩。”科右中旗
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农机推广股股长布
特格其介绍。

一系列防沙治沙“组合拳”，使得
科右中旗的“绿色版图”得以持续扩
张：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 ，分 别 从 2017 年 的 17.64% 和
35.17% 提 高 到 18.54% 和 76.77% 。
沙化土地面积由 611 万亩减少到现
在的 498万亩，基本形成自然保护地
与天然灌木林和草原为主体框架的

生态安全屏障。
如今，行驶在高力板镇赛罕道卜

嘎查“蚂蚁森林”项目区的路上，散着
绿叶、结出籽粒的柠条在一片片沙陀
地上随风摇曳，柠条周围野草丛生，显
露出勃勃生机。当年在风口沙地上种
植 的 3780 亩 柠 条 ，成 活 率 已 超 过
90%。

护林员苏雅拉图挽着裤边走在乡
间道路上，经过4年的管护与生长，小树
苗最高的已经长到了近3米，村头山坡
上的柠条织成绿毯，他停下脚步，看着
远处的黄沙已被逼到几近消失，欣慰地
笑了。

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墨
林湖波光潋滟，苇荡起伏，恋上这片净
土的候鸟们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五、六月份是候鸟繁殖的高峰
期，今年共有 50 多种候鸟在科尔沁
保护区繁殖。”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
员杨福生说。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原来只是候鸟南迁北徙路上的

“中转站”，如今已成为其繁育后代的
“天堂”。

候鸟从最初的“匆匆过客”变成现
在营巢育雏、生儿育女的“常客”，并且
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沙、水、林、草
等自然元素的交融相映，受益于科右
中旗科学治沙，更印证着当地生态环
境的逐年向好。

如今的科右中旗，产业获屏障保
护，农牧民生活愈加富足，被生态环境
部命名为第四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这是生态涵养的

“回报”、绿色发展的“酬谢”。
“下一步，我们要将山、水、林、田、

湖、草、沙‘打包’整合到一起，统一规
划进行保护和修复，并通过实施防沙
治沙、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重点湿地
保护等工程项目，将制约科尔沁草原
生态功能提升的‘山碎、水减、林疏、
田瘠、湖缩、草退、沙进’等问题，化整
为零、各个击破。”科右中旗委书记蔡
宝军说，科右中旗将坚决打好打赢科
尔沁沙地歼灭战，全力推进霍林河流
域和南三苏木 2 个重点区域综合治
理，以“滚石上山”的韧劲治沙防沙，
让荒漠添绿、黄沙生金，为建设牢不
可破的北疆绿色屏障贡献科右中旗
的力量。

科右中旗“内外兼修”筑牢绿色屏障

■上接第 4版 他持续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扎实推进依法行
政，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公信力和
执行力，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他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积
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推动
国企聚焦主责主业优化重组、提质增
效，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他深入推
进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
革，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实施税收征管改革，深化金融
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他积极推
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改革科研项目和经
费管理制度，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
大自主权，通过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创
新，有效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他坚决
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
开放战略，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对外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
规则，努力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互利
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以高水平开放更有
力促改革促发展。

李克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感情，

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他经常深入企业、厂
矿、田间地头、基层一线，仔细倾听群众
呼声，实地了解群众安危冷暖，注重解
民忧、纾民困。他反复强调，要在发展
的基础上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
事，着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住房、
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突出困难，兜牢民
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李克强同志作风深入扎实，积极倡
导讲实话、办实事的工作作风，带头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他提出，做好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没有捷径，实干为
要。要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
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干。要充分发挥中
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鼓励地方因地制
宜、大胆探索，竞相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强化督查问责，严厉整肃庸政懒政怠
政行为，坚决治理政务失信。以改革的
办法、锲而不舍的精神解难题、激活力，
给干事者鼓劲，为担当者撑腰，以实干
推动发展，以实干赢得未来。

2023年 3月，李克强同志不再担任
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

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关心党和国家事
业的发展，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

李克强同志是中共第十五届、十六
届、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第
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李克强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
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
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认真学习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他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讲政
治、顾大局，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
在首位，切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
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他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他坚持民主集
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密切联系
群众，善于倾听不同意见，调动和发挥各
方面积极性。他光明磊落，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
己，清正廉洁，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
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
人的政治本色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李克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献身于共产主义
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
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
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定信心、同心同德，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李克强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上接第 1 版 统筹‘股权’和‘债
权’，坚持股债联动，优化融资结构，
畅通各类资本要素进入实体经济渠
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
融服务。”中国证监会债券部主任周
小舟说。

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
金融事业稳健前行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
的保障。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副院长崔卫杰表示，会议对如何统
筹发展和安全释放诸多新信息，特
别是提出了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
全、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
等内容，这是顺应国内外新发展形
势，确保金融管理能力与开放水平
相匹配的考虑，也是建设金融强国
的应有之义。

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
门片区，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结合的
探索一直在进行。该片区管委会副
主任郑耀说：“开放创新要管得住才
放得开，我们要对标会议精神，稳步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积极对
接国际高标准，提升跨境投融资便
利化。”

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
题。在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黄文涛看来，会议直面问题，回应了
市场关注的多个热点，包括处置中
小金融机构风险、建立防范化解地
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促进金融与
房地产良性循环、加强外汇市场管
理等方面。他表示，会议将房地产
和金融问题统一来看，强调加强监
管和风险防范，并通过建设保障性
住房等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应对目前
市场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些举
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会议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重点，提出对
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释放了强监管、严监管的信号。”金融
监管总局风险处置工作负责人何国锋
说，金融监管部门将认真落实会议提
出的“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
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要
求，着力提升监管能力和有效性，坚决
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牢牢守住风险
底线。

新征程，新使命。“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为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
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根本遵循。”中国银行副行长张小东表
示，国有金融机构要坚决当好服务实
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
舱石，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持续贡献
力量。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不断开创金融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