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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乡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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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6 年 8 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开发银行

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

一步确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

风险，热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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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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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

资金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

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

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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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其他违

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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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逃

废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

或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

银行支持项目提供虚假担保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银行(含控股子

公司)资产安全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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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反映或举报可以实名或匿名，但为尽快了解

更详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处理结果，

提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留下详细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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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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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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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披云霞的连绵山脉，层林尽染的七彩秋林，散
落在田野上的彩虹篱笆，花海中若隐若现的休憩亭，
袅袅升起的炊烟……深秋初冬季节，走进丹凤县竹
林关镇孤山坪村，远山、村落、田野、花海、炊烟构成
了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乡愁气息扑面而来。

孤山坪村位于丹凤县竹林关镇东南部，辖 8 个
村民小组、578 户 2092 人，这里山大沟深，交通不
便，曾经是有名的贫困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路上，孤山坪奋力追赶超越，而今的孤山坪已经华
丽变身，成了宜居、宜游、宜业的美丽乡村。

“实在是想不到家乡的变化这么大，几年时间，
山村路变成水泥路，路灯也装上了，以前不愿意回
来，现在是舍不得走了。”在外务工数年返乡探亲的
曹兴新激动地说。

自秦岭山水乡村建设以来，孤山坪村紧抓机遇，
遵循以景治乱的原则，对 2 处土坑进行回填并修建
成休闲小广场，曾经堆满垃圾的土坑现在成了群众
拉家常、召开院落会的好地方；将零星散布的荒地化
零为整用彩虹篱笆打造成了“五彩菜园”，你家种黄
瓜，他家种青菜，成熟后互相分享，邻里关系和睦友
善。一片篱笆美了环境，文明了乡风。

“过去外出务工是村里人唯一的收入来源，随着
乡村振兴的步伐，村上产业发展起来了，环境好了，
基础设施健全了，不少人都愿意回来发展产业了。
在他们的带动下咱们村上老老少少都动起来了，传
统手工艺也都捡起来了。”孤山坪村党支部书记曹书
海说道。

“进了孤山坪，到处一片明，家家户户拧草绳。”
说的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孤山坪人辛勤劳作编
草鞋的场景，如今老一辈又捡起了编草鞋、编竹编、
纳鞋垫等传统手艺，让它们焕发出新的生机。

今年 50 多岁的柯安民就是一位竹编手艺人，经
他手编织的竹编、塑料编成了一件件工艺品，在包扶
单位市供销社的帮助下供不应求，同时村上还成立
了电商中心，村民的手工鞋、竹编、草鞋等通过电商
中心向外不断销售。

近年来，孤山坪村以打造秦岭山水乡村为契机，
将村容村貌和景观、产业相结合，打造田中有园、园
中有景、景在村中的发展格局。泥泞的山路成了花
海围绕的致富路，荒废的田地成了群众增收的蔬菜
园，废旧的磨盘成了点缀村落的装饰品，曾经的深山
小村一跃成了人们追寻乡愁记忆的秦岭原乡。

秦 岭 原 乡 孤 山 坪秦 岭 原 乡 孤 山 坪
本报通讯员 陈 庚 苏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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