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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陕西省分行：

赋能乡村振兴 农高会上架“金桥”

邮储银行陕西省分行工作人员正在向客户普及惠农金融知识，打通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

邮储银行陕西省分行工作人员正在向群众推介邮储银行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普
惠金融方面的好产品，让客户现场体验金融产品带来的便捷。

□□ 张英杰 刘淼 文/图

近日，以“土壤健康与粮食安全”为主题
的第三十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
会在陕西杨凌市开幕。

本届杨凌农高会为期 5 天，策划举办 11
场会议论坛活动。同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
馆内馆外结合的方式，本届杨凌农高会全面
展示国内外农业科技新理念、新成果、新装
备、新应用、新模式；设置4个室内展馆和2个
室外展区，邀请1500余家企事业单位参展。

在本届农高会 B 馆“金融助力高质量发
展”专题展，邮储银行陕西省分行通过发放宣
传折页、播放宣传片、金融知识有奖竞答等方
式，向公众展示服务三农、支持中小微企业、
推进普惠金融等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展现了
金融“国家队”支持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服

务乡村振兴的新形象。
邮储银行陕西省分行扎根三农沃土，积

极构建“渠道+产品＋风控”的全方位三农金
融数字化发展架构。邮储银行陕西省分行全
省上千个营业网点遍布城乡，70%以下的机构
分布在县及以下地区，全面构建乡村振兴服
务圈。

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邮储银行在农
业科技领域不断创新，创新推出了“猕猴桃
贷”“甜瓜贷”“光伏贷”等多种类型农业产业
贷款产品，满足各类特色产业链环节融资需
求，2023 年涉农贷款余额突破 550 亿元，让

“金融为民”更有温度。
据介绍，邮储银行陕西省分行将加快产

品转型升级、加大信贷产品创新力度，打造综
合化、特色化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助力推进乡
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腾飞 齐雯怡）9 月 22 日，作为 2023 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点活动之一，由农
民日报社、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
责任公司和安徽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最美农担人——财
政金融支农故事”展示活动在安徽芜湖
市举行。

活动当天，来自基层一线的 18 位农
担人通过演讲的方式，深情讲述农担人
扎根农村、服务农业、支农惠农的动人故
事，充分展现农担人秉承“因农立命、为

农担当”的初心使命，深耕农业、勇于吃
苦、担当作为、倾情奉献的深厚为农
情怀。

据了解，2015 年，党中央、国务院统
揽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新形势，作出建立
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重大决策。
全国农担体系专注解决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国家农
担公司及 33 家省级农担公司组成。目
前全体系已有市县级分支机构 1100 余
家，上下贯通建成了“扎根农村、贴近农
民、服务农业”的“国家－省－市（县）”

三级服务体系，市场占有率已近 60%，是
全国唯一一家专注农业农村的政策性
担保体系。

成立7年多以来，全国农担体系专注
“支农支小”，农担人奔走在乡野阡陌、田
间地头，问农所需、解农之难，用汗水和
智慧，累计服务支持超过371万个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累计提供担保贷款超1.2万
亿元，覆盖全国 98%的县域，对 160 个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现业务全覆
盖，累计提供担保贷款超过1亿元的县达
1867个，通过提供普惠性担保服务，将三

农领域的综合融资成本从原来的 10%以
上降至 5%左右，为破解农村金融供需矛
盾、助力乡村振兴作出有益探索和积极
贡献。

此次“最美农担人——财政金融支
农故事”展示活动经中国农民丰收节组
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批准，纳入丰收节
活动序列，线上专题宣传同步在农民日
报客户端进行，重点展示了 80个最美农
担人和农担集体的支农故事，以榜样的
力量为感召，激励广大三农工作者创先
争优，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最美农担人——财政金融支农故事”展示活动举办

中国农民丰收节农垦活动在广西南宁举行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农垦局指导、
广西农垦集团和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
主办的“赞农垦丰收 建农业强国”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农垦活动在位于广西
南宁市的广西农垦明阳农场举行。农业
农村部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全国 25个垦
区农垦管理部门和农垦企业代表等共计
700多人参加活动。大家齐聚一堂，共享
丰收喜悦、共谋发展良策。

活动分为“赞丰收、论丰收、展丰收、
观丰收”四大板块。在“桂垦杯”全国农
垦摄影书画大赛获奖作品展上，所有作
品皆出自全国各垦区干部职工之手：“登
高望远 壮垦兴邦”书法作品直抒胸臆；

“花开富贵”摄影作品，在绚丽的丰收色
彩衬托下，主角灿烂的笑容更加引人注
目；“丰收的喜悦”书画作品直观呈现出
收获的场景，和沉甸甸的稻穗。人们以
光影寄情丰收节，以丹青歌颂新时代，形

象展示了农垦系统发生的变革、取得的
成就，彰显出农垦人“艰苦奋斗 勇于开
拓”的奋进姿态。

中国农垦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中，
与会专家“华山论剑”，探讨新时代农垦
发展和农业强国建设的方法路径。上海
交通大学客座研究员、广西农垦集团顾
问张汉强作了《锚定农业强国目标，继续
当好现代农业排头兵》的主题报告，光明
食品集团总经济师邵黎明介绍光明食品
集团开展城市农产品保供稳价及数字营
销的做法和经验。活动推介《全国农垦
粮油等主要作物20项高产高效技术及模
式》，发布解读《中国农垦·生态茶标识使
用管理办法（暂行）》，发布推介广西农垦

“甘纳”朗姆酒品牌和“茂圣”六堡茶品
牌，体现出农垦特色优势产业品牌魅力
和价值。

甘肃农垦的甜菊糖、“莫高”葡萄
酒、糯玉米，新疆农垦的库尔勒香梨、沙

枣花蜂蜜，农垦茶产业联盟的瀑布毛峰
茶，河北农垦的“农垦冀忆”胡麻油、土
鸡蛋，呼伦贝尔农垦的“苍茫谣”荠花
油、“三河牛”纯牛奶，天津农垦的小站
稻……全国农垦名特优产品展示展销
活动，汇聚了全国农垦 15 个垦区 600 多
种农垦优质品牌农产品，它们是农垦

“良品生活 源自农垦”品牌价值理念和
追求的直接体现。特别是广西农垦集
团组织旗下 26 家二级企业 300 多种产
品，全面呈现广西农垦“打造现代一流
食品企业”战略的成果：有百香果、脆蜜
金橘、仔姜、红薯等新鲜果蔬，美味香醇
的水牛奶，有产自大明山的富硒红茶和
广西特色的六堡茶，卤蛋、蛋黄酥等加
工小食，有悦桂文旅公司自主打造的中
高端文旅品牌“乡谣里”，现场还可以品
尝小龙虾等菜肴。

“农垦因责任而伟大，产业因合作而
兴旺。借助农垦丰收节这个重要平台，

我们深化合作，共同打造一流食品产业
体系，实现共建共赢。”广西农垦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罗掌华建议，各地农垦
在发展食品基地、食品精深加工、食品供
应链、食品科研创新等方面携手合作，做
大做强农业产业，服务百姓健康美好
生活。

据了解，今年农垦丰收节庆祝活动
以“1 个主会场+4 个分会场”形式，在广
西、新疆、黑龙江、湖北、云南 5个垦区分
别开展，以推动丰收节在农垦系统化风
成俗，营造系统上下共庆共祝共享丰收
的良好氛围。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
祝活动，引导农垦系统职工群众共享丰
收喜悦，展现农垦改革发展成就，传承
农垦文化，弘扬农垦精神，进一步凝聚
农垦系统干事的合力、发展的活力，更
好地履行农业国家队使命，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展现农
垦担当。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见习记者 董家琛）9 月 22 日，由
农业农村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办的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现代
农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在宁夏银川市
举办。

本届大会围绕“粮食安全共同行动”，
以“深化务实合作 共促粮食安全”为主
题。来自中国、毛里塔尼亚、约旦、摩洛哥
等 40 多个国家的官员、专家学者、商协会
及企业代表、国际组织代表等 300 余位嘉
宾参加会议。

大会重点落实首届中阿峰会成果，在
“一带一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签署
农业投资、贸易及合作项目 34 个，金额
34.32亿元人民币。其中，国际合作类项目
8 个，国内区域投资贸易及合作项目 26
个，包括现代农机技术培训合作、种养业
优新品种引进等项目。这些项目将进一
步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农
业领域多双边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农业
科技研发、示范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销
售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
争力和影响力，让更多特色优质农产品走

向国内外大市场。
宁夏正在大力发展葡萄酒、枸杞、牛

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六特”产业，推
动现代农业开放发展步入新阶段、迈向新
征程。开放是宁夏现代化农业最大的特
征，宁夏将继续利用好区位优势，为推进
中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农业领域的多双边交
流合作、共同推动构建全球粮食安全共同
体作出贡献。

毛里塔尼亚畜牧业部部长赫迈德·乌
尔德·谢恩在贺信中表示，自从毛中两国
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间的联系不断加
强，这得益于高层的多次互访与商贸活动
和发展项目的增加，其中，畜牧业领域技
术合作项目成为毛里塔尼亚与宁夏最好
的合作项目之一，并预祝此次博览会取得
圆满成功。

在“一带一路”粮食安全及农业合作
圆桌会上，与会中外嘉宾就提升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加强粮食市场和流通能力建
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进农业
国际交流合作四个专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探讨。

第六届中阿博览会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举办——

深 化 务 实 合 作 共 促 粮 食 安 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缪翼

9月21日凌晨，杭州亚运会首批47匹
境外参赛马，在经过近16小时的长途飞行
和快速通关转运程序后，顺利抵达桐庐马
术中心。这些马匹将于9月26日至10月6
日，在这里同场竞技，角逐6枚亚运马术项
目金牌。

作为亚运比赛项目里唯一人与动物
共赛的项目，马术比赛中的马匹也是“运
动员”。为保障这群特殊的“运动员”，在
经过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后，安全健康、
精神抖擞地抵达赛场，马匹的高效通关和
快速便捷的地面运输是关键。

为做好境外参赛马通关转运工作，杭
州亚运会赛事总指挥部马术项目管理指
挥中心聚焦“人、马、物”通关转运重点环
节，通过开设随机人员通关专用通道、停
机坪便捷装卸转运作业、转运车队全程动
态护航等方式，有力保障参赛马高效通
关、安全运输。

记者了解到，参加亚运会的境外马

匹，入境前已在德国亚琛、日
本枥木、韩国京畿道等地实
施隔离检疫，检疫合格并取
得当地官方兽医出具的动物
卫生证书。首批飞抵杭州的
47 匹参赛马来自德国亚琛，

海关在参赛马专机起飞前启动“提前申
报”程序并预审相关信息和单证，为落地
后快速通关创造条件。

参赛马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后，口
岸通关装卸环节是重中之重。马匹在机
场口岸的通关、装卸涉及报关通关、口岸
检疫、机场保障、生物安全防控等各方面，
需要机场、海关、边检、农业农村等各部门
的协同联动。参赛马匹抵达后，将接受海
关全程检疫和健康监管。

据介绍，参赛马从机场口岸至桐庐马
术中心，途径的杭州桐庐无规定马属动物
疫病区自2019年起开始建设，经过近四年
的运行维护，相继通过了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WOAH）和欧盟委员会（EC）认可。参
赛马采用“快进快出”的方式，在同等动物
卫生条件下参赛，比赛结束后立即出境，
实现赛马“顺利入境、健康参赛、安全返
回”。未来几天，亚运参赛马将陆续飞抵
杭州，预计将有近 120匹来自近 20个国家
和地区的参赛马齐聚杭城，上演亚运“马”
上精彩。

杭州亚运会首批境外参赛马顺利运抵

山东济南钢城区：
打造群众身边的“信访调解室”

本报讯（刘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感谢你们这个调解室，帮我们化解了
矛盾，要不然俺这些老邻居还不好处了呢。”日
前，在山东济南钢城区卞家泉社区，走出“李杨
品牌调解室”，一位居民握着调解员的手说。据
了解，2022 年 5 月，钢城区信访局结合“一村一
法律顾问”机制，联合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李
杨共同成立了“李杨品牌调解室”，快速处置服
务各类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成立以来已
化解矛盾纠纷78起，取得了良好效果。

钢城区汶源街道则是打造以“和为贵”为品
牌的商量工作室，组织政协委员每周一、三、五
下沉基层一线，发挥他们在群众中威信高、号召
力强的优势，围绕邻里纠纷、婚姻家庭、土地权
属等群众经常性反映的信访问题定期开展“商
量”。同时发挥综治、信访、公安、民政、司法等
部门作用，引导退休老干部、社会志愿者、律师
等力量加入调解“大军”，构建起全民参与的多
元调解大格局。

如今，在钢城区，像“李杨品牌调解室”“商
量工作室”这样的信访调解室已建成 80 余个，
成为基层矛盾化解的“主力军”。“坚持和创新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访调对接’新模
式、构建大信访多元调解格局，建立起涵盖人
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信访协调解决
的调处网络，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信访多元
调解格局，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
道，矛盾不上交’，推动矛盾纠纷高效化解，助
力源头治理工作取得新突破。”钢城区信访局
局长赵方敏说。

时下，河北泊头市25万亩梨树正值采收季节，梨农抓紧采摘鲜梨，相关出口企业加紧分拣、包装、检验。近年来，泊头市通过引
进名优品种、推广无公害梨生产管理技术、发展果品深加工等途径，提高梨果品质，拓展国内外市场。目前已出口鲜梨3500多吨，分
别销往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田志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摄

河北泊头市：鲜梨丰收出口忙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知宜 丁乐坤）为更好展示各地名优农
产品丰收成果和多彩农耕农艺文化，让社
会公众更深入地了解地理标志农产品的
农耕、农品、农艺、农味，9月 22日，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展示体验馆隆重开馆。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展示体验馆是
我国首个集品牌培育和文化传承于一体
的国家级公益性地理标志农产品宣传推
广平台，坐落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内。常年
对社会公众开放，建筑面积达5000多平方
米，由综合展示区、省区市展示体验区、直
播推介区三个部分组成。采用线下线上
一体化运营模式，线下展示体验，线上依
托京东、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推介销售，
培育地标农品，促进产销对接，丰富市场
供应。通过图文科普、场景互动、产品品
鉴等方式，展示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

发展、品质展示、品牌建设的成效，宣传区
域公用品牌形象，促进地标农产品消费。
据悉，自6月试运营以来，已有北京、河北、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西、山东、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甘肃、青海
15 个省区市、239 家企业、550 余个产品
入驻。

全国农业展览馆担负着宣传党和国
家三农政策、展示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促
进农产品流通促销、传承弘扬中华农业文
明的职责，下一步，全国农业展览馆将协
同有关单位，创新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展
示体验馆运营机制，会同各地农业农村部
门持续开展主题推介活动，不断增加入驻
产品，充分发挥国家级宣传推广平台作
用，为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地标农产
品产业发展、促进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作
出更大贡献。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展示体验馆在京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