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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

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司）

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

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发银

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信息或材料骗

取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利用虚

假的客户信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

等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侵占、私分和转移项

目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用款人

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

他用，或非法占用、私分和转移，或造

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其他违法违

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

债务的行为。包括企业借资产重组、

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

金，以及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移

抵质押物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

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通过办

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贷款

项目提供虚假担保，以及恶意转移抵

质押物等行为。
（五）其他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

全的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

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等

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

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

实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

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

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为尽快了解更详

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提倡举报人

提供真实姓名或本单位真实名称、有

效证件、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开发

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

予保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1. 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

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6 号国家开

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 （邮编：

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 ＠cdb.cn
2. 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路 2 号国

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 纪委办公室

（邮编：710075）

电话：029-87660501

电子邮件：sxxf.sx ＠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
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
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
2021 年 11 月 10 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

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

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

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

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

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

改革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

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

运行、约束机制，建设资本充足、

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

服务优质、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为维护开发银行资产安全，有

效防控金融风险，热诚欢迎社会各

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

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

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蒙山高，沂水长。沂蒙，一片红色的

热土。

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沂蒙儿女历经

血与火的淬炼。他们以“最后一口粮，做军

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

送战场”的无私奉献，书写了军民血肉相

连、共同奋战的壮阔篇章，将革命一程又

一程地推向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

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

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

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发扬光大。”

如今，沂蒙儿女的故事

仍被久久传唱，军民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

神更是历久弥新，焕发出新

的光芒。

军民鱼水 团结奋战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

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有三辆

独轮车。它们大小不一，木架

木轴，看起来粗老笨重，却蕴

含着沂蒙精神的关键密码。

为粉碎国民党对山东解

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 年 5

月 13 日，孟良崮战役打响。

一方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整

编第 74 师，自诩为“天下无

敌”；一方是小米加步枪的共

产党华东野战军，被认为“必

败无疑”。

这场战役中，沂蒙人民

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

大军，用小推车抢运弹药、运

水送粮、运医送药。车轮滚滚，民心如潮，

人民军队也因此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

强的奇迹。5 月 16 日，华野全线出击攻

上孟良崮，国民党整编第 74 师全军覆灭。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在这片

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类似的故事还有很

多很多。

在白彦争夺战、五井歼灭战、塔子山

战斗等载入史册的壮烈战斗中，沂蒙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狠狠打击了日军；

沂蒙妇女李桂芳等拆掉自家门板，跳入

冰冷的河水，用自己的身躯架起“火线桥”；

沂蒙母亲王换于创办战时托儿所，抚

养 40 多名革命后代长大成人；

沂蒙红嫂明德英先后救助了两名落

难的八路军战士，危急时刻，更是用自己

的乳汁挽救了身负重伤的子弟兵；

……

史料统计显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沂蒙地区 420 万人口中，有 20

多万人参军入伍，120 多万人拥军支前，

10 万英烈血洒疆场。今天，当我们走进

沂蒙革命纪念馆，依然会被一组名为《力

量》的巨幅群雕所震撼：支前老乡弯腰推

着装满物资的小推车，在蜿蜒曲折的道

路上前行……

“无数支前群体和英雄模范，为战役

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雄辩地证明了

‘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颠扑不破的真

理。”沂蒙干部学院副教授刘占全说。

攻坚克难 勇往直前
在电影《长津湖》中，临近影片结尾，

有这样一幕令人动容——

胡军饰演的“雷公”，怀抱敌人从空中

发下的标识弹，开车吸引敌军注意，用自

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了敌人的子弹。在牺牲

前，“雷公”哼唱的便是《沂蒙山小调》。

“雷公”的形象正是沂蒙人民的生动

缩影。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深刻印证，

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沂蒙人民总有一股攻

坚克难的拼劲、勇往直前的闯劲。

临沂莒南县坪上镇厉家寨村，地处三

山五岭两河之间，山石密布、耕地稀薄。老

人们常说，曾经的厉家寨村，是“早上汤，

中午糠，晚上的稀粥照月亮”。

穷则思变。1955 年起，厉家

寨人移山填谷、劈岭造田，两年建

成高标准梯田 3000 多亩，粮食亩

产提高到 500 多斤。

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

欣然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九间棚

村成为沂蒙精神新的代言。

坐落在海拔 640 米的龙顶山

上，九间棚村山高涧陡、四面悬崖、

土地瘠薄、缺水缺电。112 亩土地

挂在 23 条山梁上，即使赶上好年

景，村民也只能吃七八成饱。

上世纪 80 年代，村党支部书

记刘嘉坤带领村民架电修路、引水

上山、治山种树，连续苦干 5 年。

全村累计集资 23 万元，修砌石渠

3500 米，开山整地 500 多亩，新栽

果树 2万多棵……

改造山、山低头，改造河、河变

样，改造地、地增产。

两个时间节点，标注着沂蒙精

神给沂蒙人民带来的大变化——

1985 年，位于沂蒙山区腹地

的临沂被列为全国 18 个连片扶贫

重点地区；

历经 10 年奋战，1995 年底，

临沂一举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青山绿水多好看，风吹草低见

牛羊，高粱红来稻花香……《沂蒙山小调》

中的美好描绘，在沂蒙人民的手中，早已

成为现实。

开拓奋进 谱写新篇
缝军衣、烙煎饼、抬担架……国庆假

期，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农家小院

内，上演着一幕幕以红嫂故事为主题的沉

浸式演出，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

沂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范如峰介

绍，沉浸式演出紧扣特定历史时期不同

人物的境遇和性格，用情景表演的方式，

展现当年军队和老百姓的水乳交融、生

死与共。

这是当地创新红色旅游的路径之一，

也赋予了沂蒙精神新的时代魅力。诞生于

革命战争年代，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沂蒙精神，在新时代

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激励沂蒙人民改革创

新、开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这是绿意更加盎然的沂蒙——

临沂市坚持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十三五”期间，完成涉气工业

企业三次提标改造，万元GDP 能耗下降

17%，2020 年空气优良天数增加 54 天。

这是产业更加兴旺的沂蒙——

在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组织带

领村民整治荒地修砌石渠，打造集金银花

良种培育、推广种植、干花贸易、食品药品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将山高

涧深的村庄建成“沂蒙明珠”。

这是生活更加富足的沂蒙——

2019 年 11 月，高铁开进了沂蒙山，

“厉家寨站”成为沿线上唯一一个用村庄

命名的高铁站。当地的樱桃搭着高铁快

运，发向全国各地，助力沂蒙人民不断增

收致富。

八百里沂蒙好风光，山山水水都是歌。

在沂蒙精神的助力下，沂蒙山区儿女

正勇往直前、不断进取。面向未来，老区人

民也将继续披荆斩棘，描绘出更加壮丽辉

煌的时代画卷。

 （据新华社）

爱党信党 鱼水情深
——老区精神述评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

队的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见证。

赓续百年来传承的精神血

脉，老区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征

程中，谱写了一组组铿锵的时

代音符，奏响了一曲曲激越的

奋斗之歌，构筑成气壮山河的

英雄史诗。

信念，矢志不渝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

后山，17 棵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 30 年代初，华屋村

17 名青年参加红军，相约栽下

17 棵松树。革命途中，他们壮

烈牺牲，这些松树被称为“信

念树”。

当年 24 万人的瑞金，有

11.3 万人参战支前，其中有 5

万余人为革命捐躯，牺牲在长

征路上的就达到了 1.08 万人。

从瑞金到延安，从鄂豫皖

到陕甘宁，从左右江到西柏

坡……老区的英雄事迹就是最

好的叙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区

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

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

献。这些牺牲和贡献永远镌刻

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

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丰

碑上。

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国

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还是

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色残暴，都

挡不住老区人民坚定不移跟党

走的“红色激流”。

回望历史，这样的一幕幕

令人无限感怀：陈树湘被俘后

毅然断肠自尽，方志敏身陷囹

圄依然畅想“可爱的中国”，瞿

秋白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

便永不熄灭。

2019 年 3 月 26 日，革 命

老区广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

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驻村满一

年，汽车行驶里程约 2.5 万公

里。当天，黄文秀发了一条微信

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

经过一代代人接续努力，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8 年时间，近 1 亿人脱贫，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老区人

民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

始于信仰，成于奋斗，归于

人民——百年党史前进的历史

逻辑，映照着共产党人不变的

初心使命，也把爱党信党、永跟

党走的坚定信念印刻在老区人

民心中。

深情，融于血脉
1934 年 10 月 16 日，贵州

困牛山。100 多名红军在山上

阻击追敌，但凶残的敌人裹挟

老百姓做“人盾”，步步紧逼。面

前是强敌和手无寸铁的群众，

背后是悬崖深谷，怎么办？红

军战士抱定“宁死不当俘虏，宁

死不伤百姓”的决心，纷纷砸毁

枪支，集体跃身跳下 70 多米高

的山崖……

一次次生死相依，一次次

患难与共，在革命老区这片洒

满热血与汗水、凝聚光荣与梦

想的热土上，更能读懂什么叫

情浓于血，为何有党民一心。

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形

成燎原之势，到东北抗日联军

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长达 14

年的英勇斗争；从鄂豫皖苏区

“二十八年红旗不倒”，到百万

雄师过大江的气吞万里如虎；

从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到

伟大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

果……我们党之所以能在一场

场历史大考中赢得胜利，归根

结底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深

深植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不

断造福人民。

不能忘记，战火纷飞的岁

月里，是老区百姓的红米饭、

南瓜汤哺育了党和军队，是老

区百姓的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

役的势如破竹，是老区百姓的

小木船划出了渡江战役的气势

如虹……

“苏区政权一枝花，花根扎

在穷人家；贫苦农民有了党，红

色政权遍天下。”闽西老区流传

的一首红色歌谣，见证着党与

人民的一往情深。

我们更要始终铭记，新征

程上，始终恪守对人民的承诺，

顺应人民的期待，永远做老百

姓“自家的党”，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的磅礴伟力。

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

结如一人，则无往不胜、无坚

不摧。

梦想，奋斗以成
今年“十一”前夕，兴泉铁

路兴清段、浦梅铁路建冠段正

式开通运营，结束了福建宁化、

清流，江西宁都、石城 4 个原中

央苏区县不通铁路的历史。

山河依旧，换了人间。从当

年用木头独轮车走羊肠泥土

路，到建成国家I 级单线电气化

铁路，苏区铁路“大团圆”映射

着红色热土的历史性跨越。

这是一条圆梦之路，也是

一条奋斗之路。无论是在革命

年代，还是在脱贫攻坚的路上，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老区人民

总是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

顽强斗志，不屈不挠、敢于胜利

的英雄气概，在追梦路上砥砺

前行——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

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

“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

吃五分钱的伙食”；为解决食盐

紧缺的困难，广大军民把老房

子的墙根土挖出来熬硝盐……

“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

能抚养我们，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这是井冈山神山村村民

彭夏英常说的一句话。靠着勤

劳的双手，彭夏英如今不仅脱

了贫，还当选全国妇女代表大

会代表、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奋

进奖。

神山村这座昔日井冈山最

偏远的贫困村，也变身网红打

卡乡村旅游点。全村 80% 的村

民参与乡村旅游，人均年收入

从 4 年前的不足 3000 元到超

过 2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

几乎为零增至 50 多万元。

时光流转，不朽的是奋斗

精神；重整行装，需要的是锲而

不舍。

静静的茅坪河畔、八角楼

前，一棵高大的古枫常有游客

驻足凝思。这棵树长于石头缝，

突破重压，长大后竟把石头撑

开，一百多年过去了，依然生机

盎然，一如矢志奋斗、顽强不屈

的革命老区……

历史已经写就，历史正在

创造，历史还将见证：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阔步行进于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老

区，锚定目标、开拓进取，必将

创造新的辉煌！ （据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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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外景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