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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总书记回信肯定的
“科技小院”，就是将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的典型例子。作为“科技小院”
的一名参与者，我将厚植爱农情
怀，练就兴农本领，真正把论文
写在田间地头。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根据
党中央有关规定，中央政治局委
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每
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
职。近期，有关同志按规定向党中央
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

习近平认真审阅了述职报告
并提出重要要求，强调今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

年。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自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带头巩固拓展主题教
育成果，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
务的贯彻落实。要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贯彻稳中求进、以进
促稳、先立后破的要求，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巩固和增强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头走
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纠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切实为
基层减负，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
实。要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在洁身
自好、廉洁自律上树标杆、作表率，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
立足自身职责，强化政治担当，突
出重点、把握关键，锐意进取、真抓
实干，以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凝心
聚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而团结奋斗。

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
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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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 汤博文：

只有让科技创新与人才驱动
同频共振，才能释放出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强大力量。

本期金句，一起来学习。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习近平2022年10月16
日在党的二十大上的报告

人才工作“四个面向”：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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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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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的重要举措。”复旦大学金融研究
院研究员董希淼表示，组建地方金
融委和金融工委，将在地方层面加
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中央和地
方金融监管将联系更加紧密、体制
更完善，有利于加强央地协同，提
高地方金融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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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落实
金融机构改革方案，推动加快形成
新时代金融监管新格局。”福建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黄茂兴表示。

据新华社

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加快形成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2-0104
邮发代号

27-67
主办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

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
场
邮编

210005
网址

现代快报网 www.xdkb.net
传真

025-84783504
24小时新闻热线

025-96060
本报员工道德监督电话

025-84783501

今日总值班

张名青
头版责编

颜玉松
版式总监

沈明

零售价每份1.5元

企业家讨债怎么就成了“寻衅滋事”？

来信 农贸市场关门发出的启示
前一阵，去小区附近的一家农

贸市场准备购些蔬菜，却发现大门
紧闭人去楼空。问人才得知，该市
场关门几个月了。

仔细一看，这家农贸市场的装
修材料还颇新，心中不由唏嘘一番。

还记得这家农贸市场开业时一
举换了“新装”，红火一时。

市场内，规划有读书学习吧、养

生健康等时尚店铺，且对生熟分开、
家禽定点宰杀等机制也作了安排。
该农贸市场号称数字化管理，致力
于体现以人为本“愉快购”的放心消
费氛围。如此种种，充分彰显创办
单位的细心用心。对此，媒体也进
行了宣传。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
家农贸市场才撑了年把时间就夭折
了。

其实也不奇怪，用市民的话说，
农贸市场，关键看菜品，若是菜品不
让群众称心如意，注定好景不长。

确实，办此类市场，追求时髦可
能一时获赞，但唯有实打实地办到
老百姓的心上，以价廉物美、便民利
民让群众发自内心地好评，才是根
本之道。一味花里胡哨，只求短期
效应，终会昙花一现，浪费资源。

一年之计在于春，当下又是各
类项目计划实施的关键时刻，尤其
是民生项目，切不可“想当然”贴标
签、拍脑袋上马。

“秀”项目不如“绣”项目。一切
从实际出发，以满足百姓需求为宗
旨，充分研究论证，慎重决策实施，
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

扬州 李崇和

本报法律顾问 江苏曹骏律师事务所 曹骏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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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地方政府唯有按照中央要求，依法秉公化解债务纠
纷，规范处理好相互关系，积极挽回不利影响，防止节外生枝，
才是正理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少数民族
女企业家马艺珈伊，为贵州六盘水
承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央专项
扶贫资金项目）、幼儿园、小学等 10
个政府项目后，持续讨要工程款 8
年。2023 年年末，在贵州省高级人
民法院听证会召开当天，她被地方
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这一报道引发轩然大波，公众对涉
事女企业家的命运抱以深度关切。

在马艺珈伊之前，为其代理债
务执行的律师、律师助理等 10 余人
已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均为寻衅
滋事罪。所涉事项，即律师等人曾
在微博、抖音发布相关债务、诉讼信
息。律师还曾将举报水城区政府某
官 员 的 信 ，邮 寄 给 了 这 位 官 员 本
人。仅凭这些，能不能认定涉嫌寻
衅滋事罪？这当然是一个严肃的法
律问题，但在这起事件中，这个法律
问题还带有特别的意味。

尽管此案不乏枝蔓缠绕处，但
令人愤懑的基本事实是：企业要债

不得，走了司法程序也没辙，人还遭
罪了。据报道，生效判决、执行裁定
等材料显示，至少有4笔经诉讼确定
的债务总额为 6954.63 万元。而企
业统计认为，另有项目欠款15247.66
万元，即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共欠
企业约 2.2 亿元。而地方政府一份
汇报文件则承认有 9000 余万元欠
款。双方在相关数字上说法不一还
在其次，报道特别指出，多方证实，
当地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 万元化解
所有债务，被她和代理律师拒绝，随
即案发。这一遭遇引人联想。

假如马艺珈伊认同以 1200 万元
平账，是不是就能“皆大欢喜”地收
场，不至于出现刑拘场面？也就是
说，微博发布信息等行为也就可以
不认定为“涉嫌寻衅滋事罪”了？既

然如此，后面的“涉嫌寻衅滋事罪”
又从何谈起？难道作此认定，只系
于一念之间？

此事件作为关键词的“寻衅滋
事罪”，近年来越发受到有识之士的
审视。2023 年 2 月，全国人大代表
朱征夫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2022
年 3 月 1 日，人民政协报亦曾推出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建议适时取
消寻衅滋事罪》报道，指出：寻衅滋
事罪的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寻衅
滋事罪存在体系上的逻辑缺陷。

尽管该罪目前依然存在，但在
坊间呼声渐起的当下，审慎认定“寻
衅滋事罪”，消除模糊地带，很有必
要。

2023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意见，要求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
和企业家权益。防止和纠正利用行
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以及
执法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这一
要求，言犹在耳，大有深意。

政府欠账，当然得尽快还账，不
存在债务打折之理，也不存在“变通
术”。在这个问题上，讨债人和地方
政府是平等的，讨债人的合法利益
应该受到无条件的保护。但该起事
件所反映出的局面，则不仅说明欠
债多年不还的无理，还反映出讨债
者维权受挫的无奈与无助。

公众尤为担忧的是，涉嫌打压
讨债人，对地方政府形象、营商环境
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作为地方政
府，没有理由不爱惜羽毛，没有理由
不尊重企业家和律师的合法权益。
涉事地方政府唯有按照中央要求，
依法秉公化解债务纠纷，规范处理
好相互关系，积极挽回不利影响，防
止节外生枝，才是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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