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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追责问责 52个单位 158人

　　云南省全力推进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
实，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对 52
个责任单位和 158 名责任人进
行追责问责。其中，厅级单位
15 个，县处级单位 24 个，乡
科级单位 13 个；厅级干部 37
人，县处级干部 84 人，乡科
级及以下人员 37 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 65 人，诫勉、通
报等处理 93 人。

　　这是记者 28 日从云南省
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报告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的消息。
　　2021 年 4 月 6 日至 5月 6
日，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对云南省开展了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并于 7月 14
日反馈了督察报告。云南省委、
省政府根据督察报告，制定了
《云南省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
全力推进相关工作。
　　据介绍，截至目前，督察
反馈的 50 个具体问题中，整
改时限为 2021 年底的 7个问
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其余 43
个问题整改时限分别为 2022
年年底、2023 年年底和 2025
年年底，均正有序推进整改；
督察交办的 3069 件群众投诉
举报问题，办结 2840 件，阶

段性办结 41 件，整改完成率
达到 93.9%。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环保
督察组进驻云南期间曝光的 5
个典型案例中，“文山州小水
电”问题和“昆明长腰山”问
题已完成整改。
　　其中，文山州二河沟一级
电站的拆除和覆土复绿工作已
于2021年5月全面完成；同时，
云南省举一反三，加快推进小

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立即退出
在自然保护区划定后建设的电
站，加快退出在自然保护区划
定前建设的电站，确保自然保
护区生态环境安全。长腰山滇
池一级保护区内 270 米道路、
昆明市滇池湿地管理中心 (古
滇水军府 )、“滇海古渡”大
码头已全部拆除完毕；长腰山
滇池二级保护区内已批未建的
390 栋建筑已全部取消建设。

金融监管蓝皮书：三大领域推进中国外汇管理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
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
院金融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4 日共同发布的《金
融监管蓝皮书：中国金融监管
报告 (2022)》提出，可在三
大领域推进中国外汇管理改
革。
　　蓝皮书称，2021 年外汇
管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
好的金融外汇环境。全球疫情
冲击下，抗击疫情、保障用汇，

帮助企业减降成本，外汇市场
秩序维护成效显著。贸易强国
战略下，外贸新模式新业态加
快发展。伴随资本项目业务办
理流程优化，跨境投融资便利
化水平不断提升。支持国家战
略和区域开放创新，推进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
　　此外，蓝皮书还指出，统
筹发展与安全下，跨境资金异
动风险防范始终坚持。新发展
格局下，国际收支平稳运行，

国际收支基础账户与人民币汇
率相关联，外汇储备仍然是中
央银行货币稳健的重要保障。
稳外贸稳外资下，人民币国际
使用稳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
稳慎推进。
　　蓝皮书建议，进一步推进
外汇管理改革。一是稳慎有序
推进跨境人民币国际使用。稳
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的关键在于提振信心。在资本
项下人民币没有实现完全可兑

换情况下，应继续实施适合中
国国情的金融账户管理措施。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基础上，稳
慎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项
目可兑换。
　　具体而言，一方面，夯实
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输出—环
流—回流”渠道，另一方面，
要积极打造全球安全资产的资
产池。。
　　二是密切关注外部冲击传
导和跨境短期资金异动。提前

做好外汇市场“稳预期”“去
杠杆”“补短板”及维护国际
收支安全的各项预案，优化宏
观审慎管理工具组合，积极应
对跨境短期资金异动风险。
　　三是汇率市场化改革下涉
外金融稳健高效运行。加快完
善中国外汇市场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我为主”。进一步加
强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同
时优化涉外金融运行的“预期
引导”。

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推进一体化国际合作

　　长江中游城市群国际友城
合作论坛 29 日下午以线上方
式举行。近百座中外城市的外
事及区域发展部门代表，就协
同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
国际合作，助力城市与区域高
质量发展展开云端对话。会上，
“长江中游城市群国际友城互
联平台”启动，《长江中游城
市群国际友城合作倡议书》正
式发布。
　　论坛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发
起并主办，武汉市人民政府外

事办公室承办。论坛期间，武
汉市、长沙市、南昌市外办负
责人分别作主旨发言。三市
发改委负责人对“武汉城市
圈”“长株潭都市圈”“大南
昌都市圈”进行全球推介。来
自英国曼彻斯特市、韩国龟尾
市、格鲁吉亚库塔伊西市等友
城代表则分别介绍了当地社会
经济发展特点及未来对外交往
合作方向。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我国
最具发展潜力和开放活力的地

区之一。”武汉市外办主任段
晓明建议，将城市群的国际友
城链接起来，共享国际友城、
友好组织、领事机构、国际合
作站等对外资源，共推国际“朋
友圈”扩容提质。
　　当日，“长江中游城市群
国际友城互联平台”正式启动。
该平台将集成长江中游城市群
17 市及其 115 座国际友城的
城市风貌、经济社会发展及对
外合作相关信息，形成互通互
学互鉴、共建共享共用的信息

沟通平台。
　　根据当日发布的“长江中
游城市群国际友城合作倡议”，
今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将
共商城市议题、共建平台机制、
共享伙伴关系，推动高水平对
外开放。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
会长袁敏道在视频致辞中表
示，本次论坛的举办，充分体
现了长江中游城市积极推进区
域外事协同发展的共同愿望，
是推动国际友城资源共享、加

强区域国际合作的有益探索。
　　目前，武汉市已结好国际
友好城市 28 座、国际友好交
流城市 88 座，总数在全国城
市中位居前列。武汉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党蓁表示，武汉历来
珍视与各友城的良好关系，愿
以本次论坛为契机，与全球更
多城市相识相知，并结成紧密
合作伙伴，促进共同繁荣、共
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