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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在第二个全国生态

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给湖北十堰丹江口库区的环保志

愿者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向全国的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者、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十年来越来越多库

区群众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用心用情守护一库碧水，

库区水更清了、山更绿了、环境更美了，我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

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保护好水源地生态环境，

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需要人人尽责、久久

为功。希望你们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带动

更多人自觉守水护水节水，携手打造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为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十年来，作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地，丹江口库区持续深

化水质保护，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广大干部群众积

极参与治水护水工作，丹江口水库水质稳定在

Ⅱ类及以上标准。近日，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

库区的环保志愿者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从事

守水护水志愿服务等情况，表达牢记习总书记

嘱托、守好一库碧水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湖北十堰丹江口库区的环保志愿者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带动更多人自觉守水护水节水
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贺觉渊 郭博昊

从总量到质量、从规模到结构，东部地区

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在变，改革创新、勇立潮头

的心气则始终如一。上半年，东部地区继续当

好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种好改革“试

验田”，不仅经济总量稳步增长，还持续培育

壮大发展新动能，推进制度创新。

勇立潮头扬风帆，再踏层峰辟新天。东部

地区已是中国区域经济最发达的板块，并将

在更多方面有所作为。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要继续发挥好经济大省挑大梁

作用”，东部经济大省已纷纷积极行动起来。

“发动机”作用更明显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看区域经济总

量，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数据）上半年共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5.5万亿元，约占全

国经济总量的41.6%。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三大经济引擎“发动机”作用更为明显。

广东是我国经济总量第一的省份，上半

年地区GDP稳步增长，并以超过6.5万亿元的

经济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同样作为经济大省，

江苏、山东、浙江更是在经济增速上表现亮

眼。上半年，前述三个省份 GDP 增速分别为

5.8%、5.8%和5.6%，实现较快增长。自2023年

新冠疫情平稳转段以来，三个省份始终发挥

着支撑全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

“三省经济发展主要经验是重点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发力产业转型升级。”华东师范

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对证券时报记

者表示，江苏重点支持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实施先进制造业

强省战略，工业成为支撑地区GDP强劲增长

的重要力量；浙江产业升级取得了显著进展。

记者还注意到，北京今年上半年经济增

速一改过去两年低于或持平“全国线”的状

态，实现同比增长5.4%，连续两个季度跑赢全

国水平。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对记者表

示，今年以来北京经济运行表现突出，现代产

业体系构建成效显现。 （下转A2版）

当好“火车头”种好“试验田”东部地区积极挑大梁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今年以来，监管层多次提出，要发展股权

投资、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作为国内创

业投资最主流的出资主体，国有资金在发展耐

心资本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然而，近年来国资创投出资难以到位、对

子基金考核严苛、将基金到期压力传导至子基

金管理机构，容易导致创新企业因对赌协议到

期而触发回购风波。这些都不断“拷问”着国

资创投的“耐心”。

如今，这样的困局有望被打破。日前，广

东率先提出“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

要考核指标”来考核国有天使投资基金和创

业投资基金。言下之意是，只要符合一定条

件，投资基金可“尽职免责”，这对国资创投及

其基金管理人、市场化投资机构无疑是极大的

“松绑”。

不得不说，如今我国对国有资本的管理越

来越完善规范，但是，围绕国资参与创业投资、

风险投资而专门制定的有效管理和考核标准，

却一度较为缺乏。尽管从 2016年“创投国十

条”发布开始，就陆续有政策文件提出要推动

国资创投建立容错机制，部分地区也开始了这

方面的探索，但至今都未成气候。

近两年，国资创投与市场化投资机构之间

的矛盾愈发突出。今年6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首次提出“处理好政府性基金与市场的关

系”，紧接着出台的“创投17条”也提出“改革完

善基金考核、容错免责机制，健全绩效评价制

度”，进一步明确国资创投要有针对性地建立

容错机制。今年来，各地政府在完善容错免责

机制上也在明显加速。

众所周知，创新创业过程中遭遇失败，是

世界各国都难以避免的问题。所谓风险投资，

就是要敢于承担风险，才有可能获得投资收

益。作为推动创业创新的金融力量，创业投资

倘若惧怕风险、不敢接受失败，缺乏资金支持

的创业者就不敢放手拼搏，不利于构建开放、

包容的创新生态。因此，国资创投建立容错机

制，有望从源头上疏通制约创新的“梗阻”，给

全社会释放更大创新活力。

当然，国资创投参与到创业投资市场的时

间不过十来年，而容错、免责机制的设立需要

自上而下体系化的配合，只有平衡监管部门、

投资机构等多方诉求，才能真正落地操作。所

以，当前各地国资创投探索容错机制的大幕才

刚刚开启，未来如何落地仍有待观察。期待创

业投资愈发“轻装上阵”，真正发挥专业优势，

点燃更多科技创新的星星之火。

国资创投探索容错机制 为“耐心资本”松绑

证券时报记者 张娟娟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对市值管理重视程度

明显提升。3月 1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

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下称《意

见》），提出推动上市公司加强市值管理，提升

投资价值。

在监管指导下，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在互动

平台保持高频互动，投资者关心的市值管理得

到积极回应，互动问答次数逾 5700条，创历史

新高。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
问答数创历史新高

互动平台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经营发展

的重要渠道。从投资者互动平台信息看，今年

以来，投资者愈发关心上市公司市值管理。

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截至 8月 9日，

在沪深交易所投资者互动平台（北交所数据来

源于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年内提及

市值管理的投资者问答合计高达5763条，创历

史新高，涉及近 1900家公司，公司数量创历史

次新高。

从公司属性看，上述近 1900家公司中，国

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是市值管理问答的主力。

其中，国有企业数量为 878家，较 2023年增加

超 100%；其次是民营企业，公司数量为 841
家。相较之下，外资企业、集体企业的公司数

量同比并未明显增加。

从行业分布看，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

子、基础化工等七大热门行业的公司数量均超

百家，其中，机械设备、医药生物行业公司是市

值管理问答大户，2022年以来公司数量持续超

过百家。相比之下，综合、银行、钢铁、煤炭等

周期性行业的公司数量较少。 （下转A4版）

5763条问答心系市值管理 近1900家上市公司尝到甜头

证券时报记者 秦燕玲

商务部8月14日消息显示，商务部副部长兼

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主持召开重点外资项

目推进专场圆桌会。凌激表示，商务部将加大对

项目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力度，及时解

决项目在审批、用地、环评、能耗、融资等环节遇

到的困难问题，推动在谈项目早签约，已签约项

目早开工，在建项目早投产，为更大力度吸引和

利用外资提供有力支撑。

据介绍，巴斯夫湛江项目、美敦力常州项目、

美德纳上海项目、诺华嘉兴项目、思爱普上海项

目、上海乐高乐园项目、士卓曼上海项目、西门子

医疗上海项目等近20个重点外资项目代表参会。

2023年 7月，商务部依托外贸外资协调服务

机制，升级建立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商务部

外国投资管理司负责人吉小枫此前介绍，圆桌会

议主要发挥了三方面作用：畅通表达渠道，充分

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强化政策解读，充分宣介中

国营商环境；坚持问题导向，协调解决急难愁盼。

商务部：加大重点外资
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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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QDII基金回撤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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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游戏流水增长超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