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3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要闻 责编：郭 涛（0451-84697336）
执编/版式：见习编辑 滕 放 美编：于海军（0451-84655238）

E-mail：yaowen8900@sina.cn

秋收期间，国网明水县供电公司为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可靠，积极开
展设备特巡、线路通道清理等工作。 李美玲摄

本报讯（安丰雪 王瑞雪 记者程瑶）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
和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
谈会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
提升金融支持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能力和水平，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
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黑龙江
监管局、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
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省
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七部门联合
印发了《金融支持黑龙江省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从强化五个体系建
设方面提出 25条具体措施，助力龙江当
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加速推进农
业强省建设。

《措施》要求，要优化系统性金融服
务能力体系。各金融机构要优化资源配
置，稳定增加涉农信贷投入。强化金融
机构组织功能，立足职能定位发挥各自
优势，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信
贷渗透率，并积极对上争取给予黑龙江
更大的政策支持。优化金融机构内控管

理机制，落实尽职免责和“敢贷、愿贷、能
贷、会贷”工作机制。在“一市六县”高质
量建设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先行先试样板
区，力争通过两年的运行在全省复制推
广样板区创新经验。

构建多元化金融产品供给体系。围
绕我省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向产粮大
县、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示范县等倾斜配置
信贷资源，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金
融保障。围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
科技创新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为黑
土地保护、种业振兴等重点领域提供资金
支持。完善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金
融服务，助力全省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
地。积极开展订单、应收账款等质押贷款
业务，加大对玉米等 5大重点产业、食用
菌等 7个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的融
资支持力度。增加农业绿色发展资金投
入，逐步扩大碳排放权、排污权、林业碳汇
预期收益权等抵质押融资规模。围绕县
域富民产业“一链一策”丰富金融产品体
系，打造“土特产”金融服务品牌。优化和
美乡村建设与县域消费金融服务，强化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金融支持。
完善基础性农村融资配套体系。建

立银企供需信息双向推送机制，完善涉
农市场主体四张“清单”、制作《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信贷产品手册》，组织金融机构

“一对一”对接。围绕“信贷+”“主办银
行+”模式，创建乡村振兴金融综合服务
站，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发展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广“农业大数据+
金融”“智慧乡村”支农模式。深入开展
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推动
整村授信，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和信用评
价结果互认。

健全多层次金融支持保障体系。加
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鼓励完善风险补
偿、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配套政策。发
挥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在总额度内对金融
机构符合条件的再贷款、再贴现需求全额
满足，将更多低成本资金精准滴灌到乡村
振兴重点领域。建立数字化金融服务平
台，提升融资获得率。在全部产粮大县深
入开展稻谷、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开展大豆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增强农
业保险保障能力。鼓励支持企业、法人金
融机构发行公司债、专项金融债等用于乡
村振兴。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市，做大做
强资本市场“龙江板块”。

建立多维度组织评估宣传体系。完
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协调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各金融机构
要将金融支持建设农业强省工作与本单
位总体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建
立省、市、县三级考核评估机制，对金融机
构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定期开展定量指标
和定性指标考核评估。加强宣传交流推
广，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营造良好氛围。

据悉，截至 9月末，我省涉农贷款余
额 9923.8亿元，较年初新增 464.89亿元，
同比多增 55.5 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 14%，农业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19.3%。下一步，七部门将加强协调联
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金融机构贯彻落
实《措施》要求，提升“三农”金融服务质
效，为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更大
金融力量。

25条金融措施助力农业强省建设

□纪世强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汤原县委在主题教育中紧紧围绕“解
难题、办实事”，聚焦“五大产业”发展集
群，全面实施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全覆盖，
积极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目
前，全县包联问题解决率 98%，为汤原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三联三包，全面构建“三级包联”体
系。县处级领导定期调研。自包联工作
开展以来，汤原县四大领导班子，积极践
行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制度，通过实地走
访、线上联系，为企业解读政策、掌握申报
要点；各行业部门常态走访。各乡镇、社
区、驻汤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县直部门领
导班子成员齐心协力，结合各自分管职
责，有针对性地宣传政策，帮助企业及时
掌握政策要点，确保政策红利一户不落；

遴选特派员驻企服务。通过制定《汤原县
驻企服务专员管理暂行办法》，建立227名
驻企干部储备库，从中择优筛选工作经验
丰富、沟通协调能力强、所学专业对口的
28名优秀干部进入企业进行工作，当好政
策“宣讲员”、政企“联络员”、问题“协调
员”、产品“研发员”、党建“指导员”。

三进三建，全面建立“问题解决”体
系。推进常态摸排，建立清单台账。包
联领导每季度都会通过实地走访调研、
电话、电子邮箱、微信等方式收集企业提
出的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纳入台账，记
录进展，对已办结问题诉求，征询同意后
办结一个销号一个；推进法律服务，建立
顾问机制。由政府出资聘请法律顾问，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企业免费享专家级
法律“顾问”服务。2023 年以来，累计解
决企业法律问题 200余个，指导企业修改

劳动合同、妥善处理劳资纠纷和完善交
易合同，有效弥补了企业缺少法务人员
的短板；推进重点工作，建强服务体系。
出台了《汤原县支持民营经济小微企业
发展奖励暂行办法》，召开 2023年优化营
商环境、推进招商引资暨民营经济发展
大会，为 47 家企业兑现各类奖励政策
435.5万元。

三强三保，全面建成“制度保障”体
系。强化责任落实，保持工作责任。制定
了《汤原县推进“链长制”加快产业振兴实
施方案》，成立汤原县推进“链长制”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 27个“链长制”工作专班，
按照“一名分管县领导、一个牵头部门、一

个工作方案、一套支持政策”工作模式开
展工作，有效推动企业成长、项目提速、产
业发展；强化日常调度，保证工作推进。
县委主要领导定期调研“链长制”工作推
进情况，重点调研各产业链企业发展情况
和遇到的困难，推动产业链“链长制”走深
走实；强化督导检查，保障运转顺畅。制
定了《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工作质效量化考
核办法》，针对定期调研、转办协调、集中
会办、总结报告以及解决企业问题及时
率、办结率、满意率等方面按照权重进行
重点考核，对承办单位办结反馈事项进行
实地、抽查回访，核实各事项办理情况，确
保各项包联工作落到实处。

汤原 创新包联机制当好企业服务员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其他”问题包括：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楼堂馆所问题、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组织或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等活动、接受
或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健身娱乐等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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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
问题数

2023年
9月

党纪政务
处分人数

516 455 218 8 5 135 38 3 29 33 7 40

587 521 269 9 5 135 50 3 30 38 7 41

475 427 241 7 2 87 48 1 27 29 6 27

备注

批评教育
帮助和处
理人数

查处
问题数

2023年
以来

党纪政务
处分人数

3526 3273 53 1574 98 23 68 5 597 341 27 151 273 44 2721

4047 3773 66 1916 111 27 71 5 605 391 29 162 317 55 2921

3434 3216 56 1723 99 16 61 3 428 366 17 143 258 48 2161

批评教育
帮助和处
理人数

本报讯（记者米娜）9月，全省纪检监
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 516起，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

和处理587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475人。
数据显示，“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

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
面，查处问题218起，占查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总数的94.4%。违规收送名贵特

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
或福利三类问题，分别占查处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问题总数的47.4%、14.4%、11.6%。

今年9月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16起

本报讯（张华龙 记者吴树江）
“今后工作中，要用更多实际行动深
入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宗旨，广泛
联系群众，积极反映群众呼声诉求，
体现委员担当，写好履职作业”“在联
系服务群众中，当好大政方针宣传
员、社情民意收集员、解难帮困服务
员，才能让群众感受到政协委员就在
身边。”

近日，鹤岗市政协6个专门委员
会分别召开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
推进会议，全市275名市政协委员围
绕贯彻落实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进行
了交流探讨，也纷纷道出了心声。

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
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要
求。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
的主体，也是做好政协工作的活力源
泉。鹤岗市政协坚持边学习贯彻、边
付诸实践，为活力源泉蓄势增能，迸
发出联系服务群众的新态势、新成
效。

根基牢、稳推进。鹤岗市政协党
组连续召开党组会议、中心组学习会
议、全市工作座谈会议，传达学习党
的二十大报告相关要求、省政协

“1158”工作法，并对贯彻落实作出安

排，强化领导作用。印发《政协鹤岗
市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政协黑龙江
省委员会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暂行办
法〉的工作方案》，建立完善了组织机
制、活动机制、考核机制、报告机制，
拧紧工作链条，形成有效工作推进机
制。

重实践、见成效。市政协主席会
议成员按照分工，带头下基层、访群
众，以点带面、落地有声。“充分发挥
委员在联系界别群众中的重要作用，
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具有特色的界别
活动，与广大群众‘零距离’接触、‘面
对面’交流，倾听民声民意，凝心聚
力、献计献策。”6个专委会带领全体
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全覆盖、勤履职，
引导委员准确把握着力重点，随时和
委员、群众探讨交流，充分发挥基础
作用。

“鹤岗市政协紧紧围绕省政协
‘1158’工作法，用好专委会、委员工作
站等平台载体，创新联系界别群众方
式方法，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和基层协
商，办好为民实事，广泛凝聚共识，持
续强化各方面相关工作，切实打通联
系服务界别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鹤
岗市政协主席刘春波说。

鹤岗市政协

和你来联系 务实显担当

本报讯（孙晨宇 记者李晶琳）近日，
大庆市920台快递电动三轮车全部挂牌，
获得“合法身份”，正式步入邮政快递行
业电动三轮车“依法上路”新时代，以此
进一步规范快递电动三轮车管理，保障
快递小哥送件安全，进一步巩固深化主
题教育成果。

大庆市邮政管理局以开展主题教
育为契机，积极统筹谋划，强化协同联
动，积极与市交警支队沟通联系，在前
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指导快递行业协
会严格按照新出台的《黑龙江省电动车

管理条例》据实统计全市五区四县快递
电动三轮车数量和车型。设计全市统
一车辆外观标识，根据快递行业状况，
协调市交警支队为快递电动三轮车单
独设立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为企
业单独设置 11个审批系统登录账号，授
权市快递行业协会登录系统为全市快
递电动三轮车进行审核登记、申领牌照
工作。落牌后的车辆将在协会进行备
案，统一管理。

有“合法身份”啦。
本报记者 李晶琳摄

大庆快递““挂牌上路挂牌上路””

（上接第一版）金秋十月，记者来
到抚远市红海植业蔓越莓种植基地，
打果机马力十足地徜徉在种植着
4200 亩蔓越莓的水中进行采收，不
一会儿，一汪碧水就变成了汪洋一片
的红色海洋。果农们在欢声笑语中
采收。

“蔓越莓每年 9 月下旬至 10 月
下旬采收，今年进入结果期的面积
在 2000 亩，产量预计在 2000 吨到
2200吨，目前，市场鲜果价格每公斤
300元左右。未来两到三年，基地将
迎来盛果期，鲜果产量会大幅度提
高，有望突破万吨。”红海植业总经
理李峰看着坐果率良好的蔓越莓喜
上眉梢。

创新求变、攻坚克难、保护利
用……佳木斯种业正蓬勃发展。

种植怎么优：打响“特”色
牌调优农之味

今秋，佳木斯市汤原县 5000 多
亩五味子喜获丰收，红彤彤的果子映
红了农民的笑脸。

“我家种30亩地的五味子，每年
收入都不错，今年收入在 20 多万
元。每年都有老客户过来收，挺省心
的。”太平川乡新兴村种植户刘一宏
说。五味子非常适合新兴村这样的
浅山区种植，适宜的生长环境和良好
的技术扶持让原本贫瘠的土地变成
了“聚宝盆”。

近年来，佳木斯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丰收的图景斑斓万千。

“一阵紫苏香，便知丰收年！”佳
木斯市桦南县驼腰子镇新合村紫苏
种植基地里，连片的紫苏枝繁叶茂，
片片“紫叶”点缀在青山中，宛若一片
紫色的海洋，微风拂过，成熟的紫苏
散发着醉人的香气，村民们穿梭在紫
苏地里，采摘、称重、打包、装运，田间
地头满是丰收的喜悦。

1986 年，新合村开始大面积种
植紫苏，并于2016年认证了“桦南紫
苏”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近年来，
新合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紫苏种植，采取“合作社+农户”发展
模式，鼓励农民流转土地到合作社进
行集中种植，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桦南县紫苏种植面积连续 5 年
稳定在 10 万亩左右，紫苏籽产量
8640吨，约占全国产量的 30%，位列
全国县域第一，是全国最大的紫苏籽
供货地。

福隆村的玉木耳、西大桥村的火
龙果、香兰镇的滑子菇、柳毛河镇的

“景黄宝”……特色种植有力提升了
佳木斯耕作单位面积的种植效益，促
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秋季怎么收：奏出“交响
曲”下好一盘棋

铃铃铃……12345“一站式”秋收
服务热线电话响起，工作人员耐心解
答广大农民朋友在秋收生产、收后储
藏和销售等方面遇到的各类难题，确
保秋季各项农业生产工作高效有序
进行。

农业、粮食、公安、气象等部门打
响“组合拳”，唱好“联动曲”，全力为
夺取粮食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2023 年，全市市属粮食作物播
种 面 积 1891.2 万 亩 。 其 中 ，水 稻
389.5万亩、玉米779万亩、大豆721.2
万亩、其他作物 1.5万亩。据专家测
产，全市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水平预计
高于上年 3%左右，粮食总产将再创
历史新高。

入秋以来，佳木斯市农业农村局
坚持“以早争先，抢抓主动”，成立专
项工作组，深入重点县（市）区实地开
展秋收工作指导，解决秋收生产中遇
到的各类难题。印发方案，列出秋收
时间表，全程跟踪秋收工作进度，提
供秋收生产组织保障。

“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储
粮、有车运粮”，佳木斯市粮食局全力
做好秋粮收购准备工作。

“今年家里种了 1500多亩地，从
去年开始我卖潮粮，不用费力去晒谷
子省了很多事，公司离自家田地也
近，今年粮食市场价格也高。”同江市
向阳镇东兴村农户任正祥说。

在同江国贸万利粮食储备有限
公司厂区内，一台台运粮卡车接连而
至，前来售粮的农户络绎不绝。经过
工作人员扦样检测、过磅称重等“一
条龙服务”后，一整车粮食源源不断
送入仓库。

佳木斯市现有粮食收储企业240
户，已准备收储能力3047万吨，能够
满足今年秋粮收储需要。全市现有
烘干设备 414座，日烘干能力 24.4万
吨，可满足收购潮粮烘干需求。佳木
斯农发行已备足130亿元授信资金，
保障秋粮收购资金足额供应。

入秋以来，佳木斯市公安局开展
护秋保收专项行动，深入田间地头和
农户家中宣讲安全防范常识，为农业
机械、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等各类
车辆粘贴反光标识，确保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平稳。

仓廪实，天下安。佳木斯粮食连
丰辉映出新时代中国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
进号角。勤劳质朴的黑土地新农人
用智慧汗水，让“大国粮仓”的根基更
实、民心更稳，续写粮安天下的使命
担当。

“链”式生产绘出佳木斯丰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