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塑新动力 共筑繁荣梦

———写在亚投行开业之际

１

月
１５

日，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迎来新
年后格外繁忙的一天。

韩国、澳大利亚、巴西、芬兰、印度、西
班牙……来华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开业系列活动的各国代表，在这一天密
集抵京。未来三天，来自

５７

个成员国的代
表将共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这一刻，远航的汽笛已经鸣响，风帆
高高扬起。

历经
２７

个月、

８００

多天的紧张筹建，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全球首个
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已整装
待发，将带着中国、亚洲和世界人民的梦
想，从这里启航远行，驶向深海。

新思维———中国智慧增益世界，打开
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动力之门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
慧。

诞生于世界经济低迷之际，亚投行孕
育之初便被烙上了新时代的印记。

历史的时针回拨
８００

多天，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 正在印尼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与苏西洛总统在雅加达举行会谈。

“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
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
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
持。”随着习近平真诚而坦率的话语，一个
重大的构想首次出现在世人眼中。

从雅加达到吉隆坡，从会见、演讲，到
共见记者、出席峰会，七天的访问中，习近
平在多个场合宣介亚投行，这一中国倡导
的多边开发机构初见端倪。

风起于青萍之末， 浪成于微澜之间。

放眼当下的时代背景，与其说亚投行是横
空出世，不如说是水到渠成。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世界
政治经济格局正在震荡，曾经被视为全球
增长引擎的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全球经
济前景不容乐观。

面对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复杂变
化，世界在思考未来何去何从，也关注走向
民族复兴的中国，将为世界带来什么。

顺应时代潮流，亚投行的设立，成为
中国智慧对全球发展事业的又一贡献。

这是中国立足自身发展经验的普惠
之举。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基础设施
投资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过去
３０

多年，中国得到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
银行等国际机构和周边很多国家的支持，

今天，中国将为世界做更多贡献。

薄弱的基础设施，一直是阻碍亚洲经
济腾飞的掣肘。

据测算，到
２０２０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
每年平均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约

７３００

亿
美元，但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该领域的年
度投资规模仅约为

１００－２００

亿美元。 亚投
行旨在动员更多政府和社会资本，支持亚
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是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共谋发展的
多赢之举。

作为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是
国际发展领域的新成员、新伙伴，它的出
现不是颠覆，而是补充增强了全球多边开
发性金融的整体力量，也有利于全球经济
复苏。

对亚洲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 加入亚
投行意味着更多的话语权， 经济获得更多
输血；对西方大国而言，亚投行将扩大他们

对投资品的需求，为疲弱的经济注入动力。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要想富，先修路”； “人心齐，泰山
移”———提出倡议一年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在京签署，习近平
用这样简洁有力的话阐明了倡建亚投行
背后的哲学。

新平台———

５７

国共襄盛举，中国理念
在共商共建共享中赢得世界共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恰逢西方圣诞节。

当天， 一则消息出现在财政部官网，

宣告亚投行正式诞生。英国《每日电讯报》

发文称，亚投行是中国外交取得的最大成
就之一。

从战略擘画到结出硕果，

２７

个月、

８００

多天，亚投行成立速度之快，参与范围之
广，令世界惊叹———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提出倡议，一年后域内
２１

国签筹建备忘录，发出共同成立亚投行的
“亚洲声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七国集团中的英、

德、法、意四国先后提出加入亚投行，随后
申请名单上出现韩国、澳大利亚、丹麦、荷
兰、巴西、埃及、芬兰、俄罗斯……截至

４

月
１５

日，意向创始成员国总数达到
５７

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亚投行协定》正式签
署，半年后协定生效，亚投行宣告成立……

亚投行能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所
有筹建工作，能吸纳“意料之外”的重量级
“朋友圈”，根本原因在于抓住了顺时应势
的“利益”纽带，最大程度实现各方利益的
最大化。

“

７５％

的股份由亚洲区域内国家持有，

这充分反映了亚投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广泛
代表性，因此亚投行能获得域内广泛支持。”

中国财政部亚太中心副主任周强武说。

“在亚投行初创阶段加入，为英国与
亚洲的共同投资、增长创造了最佳机会。”

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道出了西方大国争
相加入亚投行的心声。

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让亚投
行

２０１５

年“火遍”全球。众人拾柴，则让这
把火烧得更旺。

亚投行的筹建过程，是中国理念不断
赢得世界共识的过程。

向域内外国家敞开大门，凡事与各国
民主协商……亚投行启动筹建以来，中方
秉承“开放、包容”原则，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先后举行五次多边磋商会议和八
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共识在广泛磋商中
不断扩大。

Ｇ２０

财长会、博鳌、亚行年会……作为
中方牵头亚投行筹建的主管部长，财政部
长楼继伟在各个国际场合推动筹建工作，

他所主持召开的特别财长会贯穿了亚投
行筹建的各个关键节点。

昆明、孟买、阿拉木图……财政部主管
副部长史耀斌先后主持八次首席谈判代表
会议，协调各方立场，推动达成共识，保证
亚投行按既定时间完成筹建、顺利开业。

亚投行的筹建过程，是展现中国大国
风范、不断赢得国际信任的过程。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提出要以“创新
思维” 办好亚投行。 要注意按国际惯例办
事，充分借鉴现有多
边金融机构长期积
累的理论和实践经
验，制定和实施严格
的规章制度，提高透
明度和包容性。

不以老大自
居， 与各国坦诚沟

通；广招国际专业人才，行事透着“国际
范” ……正如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所
说，中方公开透明、包容和民主协商的作
风，赢得世界越来越多信任的目光。

新机制———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亚投
行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今天，新兴经济体为世界经济复苏作
出重要贡献，却难以拥有与自身规模相匹
配的国际话语权。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迫在眉睫，却进展缓慢。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
政治局第

２７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动全
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理念。

同月，“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
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的制度性话语权， 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
体”的表述出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
报中，彰显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
决心。

亚投行的成立，搭建了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的新平台。

“成立亚投行， 意味着中国从过去被
动参与国际治理体系，转为主动建设者和
引领者， 是中国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体
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
凤英说。

亚投行的成立，将发挥“鲶鱼效应”，

倒逼国际治理体系加速改革。

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

倡建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出资
设立丝路基金……一系列“中国方案”彰
显中国的大国担当。

对改革抱有期待的，不单是希望提升
话语权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英国
等欧洲国家亦希望借助中国力量，塑造国
际金融新秩序。

“亚投行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大进
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
利茨评价说。

事实上，

２０１５

年末， 全球经济治理正
在发生一些历史性变化：人民币“入篮”、

ＩＭＦ２０１０

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获批、中
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正式成员……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中国也愿
意为国际发展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将继续支持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也希望通
过倡议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
现有机构更好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演变和
成员国需求。”《亚投行协定》签署当天，习
近平郑重做出中国的承诺。

新征程———面向未来，众人划桨船扬
帆，乘风破浪正远航

钓鱼台国宾馆，兼具古典与现代建筑
特色的芳华苑内，一切已准备就绪。

１６

日，

５７

国代表的见证下，亚投行将在这里宣告
正式启航。

梦想，在启航那一刻总会令人热血沸
腾，一旦驶入深海，则需要冷静勇毅。

前方是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机遇总是
伴随着挑战而生。亚投行一路走来不乏质
疑的声音，前行的道路也注定不会一帆风
顺。

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何发挥好

机构应有的作用，如何增强自身管理能力
……成为摆在亚投行新征程上的一个个
现实问题。

新征程上，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将推
动亚投行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尽管曾被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诬指为
“中国门罗主义”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亚投行却用承诺和行动驳斥了这一言论：

中国不刻意追求一股独大， 将继续敞开大
门纳新，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发展。

新征程上，亚投行身贴“精干、廉洁和
绿色”的标签，将以更高标准推进管理和
运营。

学习、借鉴、遵守国际规则固然重要，

然而不合时宜之处也要与时俱进，破立结
合。

全球采购、全球招聘、创新遴选管理
层原则……亚投行的建章立制处处体现
着创新。

不设常驻执董会、 员工不捧“铁饭
碗”、 对腐败零容忍……亚投行正用实际
行动表明：这个年轻的新机构将不断提升
自身能力，更快成长并走向成熟。

新征程上，亚投行将与现有国际多边
开发机构更好合作。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
园”。亚投行与现有机构可以在联合融资、

知识共享、 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广泛合
作，更多造福世界人民。

“中国愿同各成员国一道，将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成专业、高效、廉洁
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共同为促进亚洲和
世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 习近平的讲话
描绘出全球共筑繁荣梦的美好蓝图。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梦想，点亮了奋进前行的灯塔，扬起
了远行的风帆。亚投行的逐梦之旅已经启
程，必将承载全世界同舟共济的梦想和希
望，驶向广阔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１５

日电）

□治国理政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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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兹有信阳市筋骨康康
复保健服务有限公司，经公
司全体股东大会研究决议
通过，拟向当地工商部门申
请注销，请与公司有关的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信阳市筋骨康康复保

健服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16

日

注销公告

兹有信阳市河区百
汇电子商务部，拟向当地工
商部门申请注销，请与公司
有关的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信阳市河区百汇电

子商务部
2016

年
1

月
16

日

声 明

●

兹有信阳裕农农产品
销售有限公司位于信阳市金
牛山十八里庙村的

4

宗地，分
别为面积

82369.79

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证
[

证号：信市
国用（

2015

）第
20010

号
]

；面
积

73931.33

平方米， 国有土
地使用证

[

证号： 信市国用
（

2015

） 第
20011

号
]

； 面积
71134.14

平方米， 国有土地
使用证

[

证号： 信市国用
（

2015

） 第
20012

号
]

； 面积

3806.4

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
用证

[

证号：信市国用（

2015

）

第
20013

号
]

，因不慎丢失，特
声明作废。

●

兹有刁建的道路货
运从业资格证（证号：

413021197811275036

），因不
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光山县惠源农
产品市场服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 副本（证号：

4115220000025

），税务登记
证正本（证号： 光地税个字
411523197303010419

号），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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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贵在驰而不息，重在监督落实。

“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在十八届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强化党内监
督作出深刻论述和重要部署， 从完善监督制度到创
新监督方式，从抓住“关键少数”到净化政治生态，既
为党内监督的薄弱环节开出“药方”，也为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制度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 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内监督扎实推进、持续深化：实践“四种形
态”，创新监督理论，紧扣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
审理三个环节、执行“六大纪律”推动执纪方式不断
完善；修订完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规制度；巡视监督、执纪问
责等不断发力，让监督之网越织越密。去年，全国共
立案

３３

万件，处分
３３．６

万人。警示给人启示：只有用
好监督这一法宝，将“两个责任”扛在肩上，才能把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我们党长期执政
条件下，探索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不断增强
自我净化、自我调节能力，始终是重要课题。“为政
者，莫善于清其吏也。”强化党内监督，建章立制是
基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首先要建好笼
子。”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
督，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既整合问责制度，健全
问责机制，又强化巡视监督，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领域，一系列制度安排，为构建
科学规范的党内监督体系、完整闭合的责任追究链
条夯实了基础。

强化党内监督，抓住“关键少数”是关键。中央纪
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５

年接受组织调查的
３７

名中
管干部中，担任正职一把手的

１３

名，超过落马总数三
分之一。大量腐败案件表明，一把手监督常常是薄弱
环节，一把手监督难题亟待破解。权力导致腐败，绝
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补足这块监督短板，就要积极
探索对领导干部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途径。

坚持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用好巡视“利剑”，用好批评
和自我批评武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断构建全
方位的监督机制。从宽、松、软真正走向严、紧、硬，让
党内监督动真碰硬、展现刚性，才能破解“上级监督
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困境，使领导
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干干净净做事、

坦坦荡荡为官。

强化党内监督，落实“两个责任”是保障。有权就
有责，“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 在党和人民面
前就当不成好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振聋发聩。

无论党委还是纪委， 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党委肩负“主
体责任”，领导干部敢抓敢管，立“明规矩”、破“潜规则”，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认
真劲儿，激浊扬清、崇廉拒腐，政治生态才能不断改善；纪委恪尽“监督责任”，

带头尊崇党章，以更高标准、更严纪律保持队伍纯洁，管党治党责任才能更好
落到实处。强化责任追究，避免责任空转，党内监督就能真正立信树威，发挥应
有作用。

加强对干部的监督，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也是对干部的爱护。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熔炉中，锻
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我们党
就会更加坚强有力，就一定能带领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１５

日电）

□

新华社评论员
李克强会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查克拉巴蒂

中国正式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记者侯丽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5

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
阁会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查克拉巴蒂。

李克强表示，你此次访华，标志着中国
正式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双方合作掀开
新的篇章。中方愿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加强
投融资合作，就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国际
产能合作等加强对接，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

合作，为中欧深化互利合作提供支持。

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坚定推进金融
改革，坚持以改革促增长，发挥市场在金
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过去一年，

中国利率市场化等改革迈出关键步伐。我
们将继续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
建设，建立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
监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李克强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
前茅，外汇储备充裕，金融体系稳健。中国
无意通过货币竞争性贬值刺激出口，人民
币汇率也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中国有
能力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
平上的基本稳定。

查克拉巴蒂表示，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也为国际发
展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相信中国政府对经济政策的把握，愿以中国
正式加入为契机，积极推动欧中发展战略对
接，深入推进各项合作倡议，加强同中国政
府、企业界的沟通，以及在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金融机构和平台
的合作，构建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公 告

依据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
院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
（

2014

）平执字第
599-2

号，依法
将尹加华、徐海霞所有的位于平

桥区明港镇市场街一处房屋（房
屋所有权证号：信房权证平桥区
字第

00028882

、

00028883

号）公
告作废。

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明港分局
2016

年
1

月
15

日

□

新华社记者韩洁郝亚琳
侯丽军于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