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刘振远 见习编辑：朱一鸣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综合新闻·广告 3

金融活，经济活。近年来，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
深入学习中央领导讲话精神，围绕山西省“四为四高
两同步”总体思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强力推动“六新”突破，将金融活水注入
三晋大地，为推进转型发展蹚新路贡献邮储力量。

融入转型大局，创优金融生态

转型是山西发展的动力。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
全面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创优金融生态。2020
年分行投放贷款617.5亿元，同比多投183.5亿元。

聚焦转型综改，与综改示范区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对接申报综改区小牛线管廊项目以及区内
优质企业综合授信等项目 8 项，授信 67 亿元；设立
综改区支行，为入区项目和企业提供一揽子综合
化金融服务。

聚焦国资国企改革，对接走访六大煤企、金

控集团、交控集团、太钢不锈、华远陆港等 30 多家
国有企业，提供各类融资 348.4 亿元，同比增长
114.8 亿元；丰富省属国企融资渠道，获批自主投资
非标融资项目 65 亿元；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全力
支持煤炭企业去杠杆、降负债，成功发行两期永续
中票 20 亿元。

聚焦重大项目建设，该行发挥服务、政策、专业
优势，成为“新基建”项目融资六大主力行之一，跟进
太原地铁项目；为省内 43个重大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新增主
体授信646亿元、债项授信614亿元。

推动业技融合，赋能转型发展

2020年，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积极推进金融科
技创新制度和体系建设，从布局优质系统平台、金融
系统研发、优化 IT功能建设、加强电子渠道建设等方

面落实金融科技创新工作。
布局优质系统平台。围绕核心资格账户，上线

非税电子化、国库电子化、预售房资金监管、银企直
联等 73个项目；对接完成“大住建”、“大结算”、财政
社保、科技金融等系统建设。

自主研发汽车金融系统。引入投行思维，整合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功能模块，嵌入汽车金融、
融资租赁等交易场景，创新和引领汽车金融业务发
展模式，实现公司和零售业务的跨界融合。

优化 IT功能建设。自主开发经营分析、营销看
板、精准营销、运营管理等子系统，经营管理信息化
水平得到提升；围绕网金精准营销、社保卡转介等 5
个主题，开发数据产品 22项，推送各类数据 1200余
万条。

加强电子渠道建设。优化以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为主的电子银行体系，多元

化金融服务。截至 2020年末，电子银行客户规模突
破1000万户。

聚焦“六稳”“六保”，支持中小微企
业复工复产

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印发《关于聚焦“六稳”工
作和“六保”任务 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
通知》，围绕加大信贷支持、提升供给效率、降低融
资成本、做好纾困帮扶等方面，支持小微企业及个
人工商户渡难关、稳发展，投放贷款 219.2 亿元，同
比多增 8.6亿元。

在加大信贷支持方面，该行与山西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签订合作协议，成为“百亿送贷”活动唯一合
作银行，依托小额极速贷、信用易贷等特色产品，
2020年发放9.4万笔、107亿元个人经营性贷款，结余
规模列省内六大行首位。

提升供给效率，与山西融资再担保集团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以“总对总”模式，共同提供创业担保贷
款服务。累计投放 4.9 亿元，为 2844 户城镇失业人
员、退役军人、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十类创业
就业群体提供创业贴息融资服务。

降低融资成本，对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率
同比下降幅度不低于 10%；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
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娱乐和旅游等
行业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率，同比下降幅度
不低于 20%。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分类施策、主
动对接，合理采取调整还款付息安排、展期或者续
贷等方式纾困帮扶，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普
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共计帮助超过 1786户小微
企业缓释风险、共渡难关，涉及金额 146亿元。

尤新

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

润耕三晋 助力转型

□□ 陈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青年是新时代的奋斗者，也是乡村
振兴的建设者。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
湄潭县瞄准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高
素质农民中的优秀年轻人，启动村级组
织领军人才和乡村振兴村级组织后备力
量“双培养”工程，通过“一对一”帮带、

“双千帮带”、技术培训等方式，搭建起
“上下联动共培育，内育外引共发力”的
人才培育平台，带动一批优秀年轻人活
跃在农村大地上，助力乡村振兴。

杜玲是一个长相清秀的年轻姑娘，
也是黄家坝街道岩孔坝村党支部书记，
还是遵义市乡村振兴领军人才。实际
上，她在工作中也遇到过不少难题。“我
是87年的，又是个女娃，刚来的时候好多
人不看好我，一些村贤寨老对我意见大
得很。”杜玲回忆说。

为了尽快消除大家的疑虑，杜玲当
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让村民增

收。可她刚来，对岩孔坝村了解少之又
少，这可愁坏了她。

正当她为产业发展一筹莫展时，湄
潭县实施的村级组织领军人才培养工
程给她派来了“救星”。在县级领导“一
对一”帮带下，从产业选定、发动种植再
到与贵州老干妈集团签订 1万亩生鲜辣
椒订单，岩孔坝村的特色产业惠及农民
380 户，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15 万
元，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
和由少到多的积累，2020年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达 72万元。

从一名“80后”成长为村级组织“领
头雁”，杜玲始终以百姓需求为导向，发
展村集体产业，逐步带领当地农民走上
了致富路。

在石莲镇红肉蜜柚种植基地，退役
军人娄义平正在指导果农采摘。“取防虫
套摘果的时候要注意轻摘轻放，不要把
果皮碰坏了……”娄义平不管有事没事，
每天都要在基地到处转一转，看到操作
不当的就去指导。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又是一名党
员，为大家服务我心里高兴啊！”娄义平
言语质朴。退役后的娄义平返乡创业养
过鱼，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发展起了红
肉蜜柚产业。

在农村广阔的舞台上，娄义平把军
人敢啃硬骨头的作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品种确定、种植技术、后期打理还
是基地管理，对他来说都是第一次，只能
自己学、自己悟。去年，他作为村级组
织后备力量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短期
培训，系统地学习了农业政策与技术。
如今，娄义平的红肉蜜柚基地已发展到
200亩。同时，他与石莲镇股份经济合作
社合作，带动农民种植红肉蜜柚 1000余
亩，入股的农民通过拿租金、分股金、挣
薪金，收入提高了不少。

湄潭实施乡村振兴领军人才和村级
后备人才“双培养”培训计划以来，通过
遴选培训合格乡村振兴领军人才 24名，
并建立 24 名县级领导“一对一”帮带机
制，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人员储备。

“虽然我搞茶叶加工销售很多年了，
但那是自己小打小闹，赚亏都是自己
的。现在让我来管近 7000 亩的香葱坝
区，涉及这么多老百姓，说实话，刚上任
的时候心里确实没底。”湄潭逸鑫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光浪说。

“官堰村的香葱种植其实早有规模，
但都是以散户种植为主，标准不一、质量
不高，还经常为了多卖两根葱，竞相‘杀’
价。请吴光浪当总经理也是看中他茶叶
卖得好，有自己的一套销售理念。”黄家
坝街道党工委书记汪汀说。

吴光浪上任之后，在黄家坝街道党
工委的帮助下，积极对接东西部协作平
台项目，争取资金建立了香葱交易市
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制冰
厂、保鲜库（冻库）、农资超市等；还注
册了“官堰小香葱”商标，开拓上海、广
西、重庆等重点销售市场，2020 年实现
产值 723 万元。吴光浪也被纳入县级
乡村振兴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进行重点
培养。

让优秀年轻人活跃在农村大地上
——贵州省湄潭县启动“双培养”计划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崛起”发展理念，依托龙脊梯田生态资源和多彩的民族文化，大力发展
旅游产业，走出了一条乡村美、产业旺、农民富、治理优的乡村振兴之路。图为该县龙脊镇平安酒店店主侯琼枝（左）向游客介绍当地风俗
文化。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凤羽 摄

近日，在浙江省温岭市滨海镇新二塘庙村文化广场上，来自全镇45个村居，由妇女
干部、女党员、女网格员组成的6支妇女代表队，正在进行团建趣味竞技活动。

郑玲富 摄（来源：大国三农）

□□ 武鹏亮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范亚旭

近日，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的毛国强
本想为叔父风光操办后事，家人考虑到“节
俭养德”的村规民约和尽量在疫情期间减
少聚集性活动，否决了毛国强的想法。最
后，家里人请参加丧礼的近亲吃了顿“大锅
菜”，一场丧事办下来，只花了几千元。

近年来，建安区把“红事新办、白事简
办”作为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工
作的突破口，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明确红
白喜事的村规民约，赢得了农村群众的拥
护和支持，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许昌市长葛市后河镇闫楼村，村民
一般选择在“百姓食堂”而不去酒店操办
红白事。“与酒店同等档次菜品标准相比
较，平均每桌能节省 150元至 300元，大大
减轻了群众‘办事’的经济负担。”闫楼村
党支部书记闫东峰告诉记者，“百姓食堂”
这一做法坚持了四年多，刹住了红白事铺
张浪费、相互攀比的歪风，深受群众欢迎。

据长葛市文明办主任刘毅娟介绍，长
葛市下发的《倡树时代新风、培育文明风
尚实施意见》对红白喜事的“办事”规格作
出指导性意见，以“百姓食堂”为突破口，
通过强化宣传、出台规定、从严督导，有效
遏制了农村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
现象，全市群众移风易俗的支持率已达
98%，全市红白事新办简办率达到了 95%
以上，每年减少红白事开支1亿多元。

河南许昌：“节俭养德”成乡村新风尚

本报讯（李见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王小川）“农行真是‘及时雨’，前几
天还在为买化肥的资金发愁，现在好了，

‘金穗农担贷’一下子给解决了 50万元的
资金需求。”近日，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黄
屯镇种植户许新宁喜上眉梢，见人就夸农
行的政策好。

据了解，许新宁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
户，种植经验丰富。由于今年种植规模扩
大，刚刚签订的95万元农资采购合同着实
让他犯了愁。农行兖州支行了解到许新
宁急需资金的情况后，通过实地调查、测
算资金需求，为其推荐办理了免抵押、低
利率的“金穗农担贷”，短短十几天，所需
的50万元贷款资金便到了他手中。

农家少闲月，春耕人倍忙。眼下正值
春耕备播，农行山东省分行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服务“三农”

特色优势，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创新金融
服务手段，如“及时雨”一般滋润农业生产
领域。截至 2 月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3029.9亿元，较年初新增41.88亿元。

为保障春耕各项生产工作有序开展，
农行山东省分行早部署早行动，围绕农资
供应、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经营主体
扩大再生产等重点领域，提前了解春耕生
产计划、需求，详细制定服务方案，开辟春
耕“绿色通道”，倾斜信贷资源，高效服务
农事，确保不误农时。

为有效打通服务“三农”最后一公里，
该行广泛发动党员干部成立服务先锋队，
进村入户宣传惠农政策及产品，深入田间
地头采集农户信息，实现农户信息录入、
上传审批授信和贷款申请投放的高效衔
接，通过让“数据多跑路，农户少跑腿”，有
效满足春耕生产资金需求。

农行山东省分行：

高效服务农事 确保不误农时

“湘赣红”区域公用品
牌首批授权84家企业

本报讯（康智灵 农民日报·中国农
网记者 吴砾星）近日，“湘赣红”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企业（产品）名单发
布。据介绍，“湘赣红”是湖南、江西两
省共同打造，覆盖湘赣 24个县市区的农
业区域公用品牌，以湘赣两省革命老区
红色文化内涵、地域特性以及产业特色
为基础，致力于推动湘赣现代农业协同
发展。

目前，“湘赣红”品牌正式授权的企
业有 84家，其中湖南省 57家、江西省 27
家；授权产品涵盖粮食、蔬菜、水果、茶
叶、畜牧、茶油、加工食品、中药材八大
类 156款产品。

河北邱县
形成大水网格局

本报讯（霍飞飞 农民日报·中国农
网记者 李杰）“村庄美起来了，乡风也文
明了。通过发展红薯产业，我们村成了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旅游村。”近日，河北
省邱县“红薯小镇”段寨村党支部书记任
俊涛说。

以前，段寨村坑塘垃圾多，田间河渠
柴草堵塞。为改变这种状况，邱县将该
村原有河渠内的垃圾杂物进行清理，并
根据农民灌溉需求开凿新河渠，还将废
弃坑塘蓄满水，以坑塘为中心打造休闲
游园。

近年来，邱县把打造“水、路、林”三
网同建工程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
合，做优全县宜业宜游生态大环境；始
终坚持所建河渠“旱时能浇地、汛时能
排涝、平时能蓄水”，不断提高抵御水旱
灾害的能力。三网同建不仅实现了村
容整洁，还推动了种植业、养殖业和旅
游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全县累计疏通扩挖河
渠90条，长达232公里，连通坑塘126处，
实现了217个村地表水全覆盖，形成全县

“环城绕田、水系连通”的大水网格局，地
下水位明显回升。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
者 孙海玲）近日，记者从青海马铃薯产业
科技创新平台召开的全省马铃薯种植县春
耕工作部署会议暨马铃薯技术培训会上了
解到，近年来，青海省将马铃薯产业列为重
点发展的十大农牧业特色优势产业之一，
从品种选育、脱毒种薯生产、综合技术推广
等方面给予了重点扶持，马铃薯产业取得
新突破，已成为全省广大山区群众赖以生
存和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青海省
马铃薯种植面积140万亩，马铃薯产量224

万吨，产值可达31.36亿元。
“青海省耕地面积 70%是山旱区，马

铃薯是山旱区群众的主要口粮和收入来
源。”青海马铃薯产业科技创新平台首席
专家、国家马铃薯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
王舰介绍，提高马铃薯产量与种植效益
的主要措施有新品种的选育、脱毒马铃
薯种薯的使用、马铃薯高产高效栽培技
术的应用。其中，脱毒马铃薯种薯的使
用作为马铃薯种植增产的关键因素之
一，能提高单产 30%以上，增加纯收益约

260元/亩。
依托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脱

毒技术，目前青海建立了独特的省、县、
乡、村四级种薯生产体系和质量监测体
系。该体系的建立降低了种薯生产成
本，加快了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进程，先
后对青海省主栽品种进行脱毒和推广，
其中 2007 年-2019 年，在青海省累计推
广种植脱毒马铃薯 1182 万亩，增加收益
18.52 亿元，为青海山区群众增收致富作
出重大贡献。

马铃薯成为青海山区致富产业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昊）

日前，记者来到新疆柯坪县光伏产业园，
大片的戈壁滩上排列着整齐且规模庞大
的太阳能电池板，一条条输电线路通向
远方。

“看，这就是我们公司建设的光伏发
电站。”国家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阿克
苏有限公司光伏电站值班长阿不都艾尼·
艾海提说，公司光伏电站总装机 11 万千
瓦，2020年发电量1.4亿度，在之前的易地
扶贫搬迁项目中解决了 2000余户偏远农
牧民的用电问题。

“光伏产业通过电网由供电企业统一
输出，而柯坪县工矿企业不多，用电量有
限，最大的效益是电力输出形成的税收，
助力柯坪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柯
坪县发改委副主任王志说，柯坪县属大陆
性暖温带干旱气候，拥有大量闲置的戈壁
荒地，适宜的气候条件和国家节能环保政
策，为光伏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志说，今后柯坪县将加快发展“光
伏+储能”“光伏+旅游”“光伏+农业”等发
展模式，不断延伸光伏产业链，提升产业
效益，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疆柯坪县光伏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