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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 “贷”动产业加速发展

近年来，在全面落实好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
政策之外，我市金融机构因地制宜，不断完善服
务体系、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出台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产业振兴资金扶持办法等，持续强化普惠金
融服务，持续激发特色产业经营主体活力。金融
机构在贷款额度、利率、程序等方面给予产业经
营主体较大限度优惠和优质服务。

金融机构服务民生，进一步下沉网点，尤其
在彝区等相对偏远的村镇，通过金融服务站、流
动金融服务车等形式，上门为群众开展金融服务
宣传活动等，逐步提高农村群众金融意识和素
养。

在赋能产业方面，金融机构结合县域实际，
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作为普惠金融
业务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信贷基
地，订制特色金融产品，将金融产品、金融服务
送到田间地头。同时，设立专项金融服务方案，
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痛点，创新专属金融产品，
并在流程方面应简尽简，贷款支持做到及时高
效。

同时，金融机构不断探索具有地方特色、行
之有效的金融服务模式，在产品、担保方式创新
上狠下功夫，推动数字技术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中的应用，通过打造多种智慧场景，让金融服务
在科技赋能下焕发新的生机。

今年以来，我市各金融机构深耕“三农”领域，不断延
伸服务触角，对接金融需求，助力解决资金难题，持续强
化农业全产业链金融服务。

以乐山市商业银行为例，该行通过创新特色产品，立
足于当地产业发展，针对特色产业开发特定产品。引入
批量授信模式，对涉农企业供应商实施整体授信，发挥规
模效应，有力支持当地优势产业发展；引入集合担保模
式，对农林优势特色产业、农业社会化服务、农田基础设
施及家庭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农村新业态经营主体提
供贷款支持。实惠兴农助农，执行利率低于一般贷款，切
实为农户降低融资成本。

同时，该行创新金融服务，积极探索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模式，为农户提供一站式上门服务，开展线上作业，提
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坚持党建引领，擦亮“党建+金
融”金字招牌，通过“红色信贷基地”“红色信贷员”“党员
先锋队”，将金融服务延伸至“神经末梢”，打通乡村振兴
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该行“党建+金融”
示范基地发展至68个，开展相关活动约700场次，累计
向小微企业授信超10亿元。

在建设银行乐山分行峨眉山市支行与峨眉山市符溪
镇战斗村开展的支部共建活动中，针对当地蔬菜种植农
户、养殖农户众多的特点，银行工作人员向村干部、农户
宣传分行普惠政策，深度挖掘农户信贷需求，切实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

近日，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审批3亿元贷款，用于支持
井研县柑橘水肥一体化项目建设，助力井研县提高柑橘
园区水果质量，提升化肥利用率、降低种植成本、增强柑
橘园区防灾抗灾减灾能力。前期，农发行四川省辖内井
研县支行主动担当作为，通过现场办公、实地调研，详细
了解项目实施进展和产业发展状况，政银企“互联互动”，
共抓项目进度，共解融资难题；省、市、县三级行全程协调
联动，围绕项目制订金融服务方案，加速推动项目落地见
效。

这是不同类型金融机构赋能我市“三农”发展的缩
影。一直以来，我市各金融机构通过积极贯彻落实金融支
持乡村振兴政策，不断扩大支农、惠农贷款覆盖面；紧扣

“普惠金融”，持续降低涉农主体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实效，满足农企、农户生产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 记者 祝贺

为促进市场消费，着力扩大内需，农业银行乐山直属支行着力服务实体经济、加大信贷投放，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经
济复苏、激发市场活力的质效。

图为该行员工为实体经营者上门开展金融宣传服务。 刘礼成 摄

本报讯（记者 祝贺）近日，乐
山市商业银行成功发放该行首笔
由“生猪活体”作为动产抵押授信
的流动资金贷款1000万元。

据悉，该笔贷款主体成都市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缺乏可抵押
的不动产，故一直无金融机构愿意
放贷，乐山市商业银行在得知企业
的融资难题后，快速确定市中区管
理部专项对接人员，主动上门调查
核实，在精准掌握企业融资需求，
深入分析企业经营、资产负债情况
后，迅速为其量身定制授信方案，
并在人民银行乐山中支的指导下，
运用支小再贷款货币政策工具，降
低贷款利率，年利率低至3.85%，
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使生产经
营快速回归正轨。

乐山市商业银行探索推行“第
三方监管+动产抵押+保险增信”
的全新金融服务模式，实现了传统
信贷业务的破局，有效拓展了三农
抵押融资渠道，得到了企业的高度
评价。接下来，该行将持续加大对
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
探索金融服务模式创新的同时不
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多措并举破
解企业融资难题，切实打通金融活
水流向中小微企业“最后一公里”，
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离不开金

融支撑。为破解乡村金融服务供给

与“融资难”等问题，今年以来，我市

各金融机构围绕金融监管部门相关

要求，强化“党建+金融”模式，打出

“金融服务精准、抵押担保便捷、融资

渠道畅通”等组合拳，促进金融与产

业发展共生共荣、互促并进，为乡村

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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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
本报讯（记者 祝贺）为弘扬实干精神，鼓励青

年践行新金融，打通乡村振兴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近日，建设银行乐山分行启动“金智惠民 乡村
振兴”万名学子暑期下乡实践活动。

活动当日，学生们来到市中区剑峰镇五星村开
展相关实践活动。活动中，建设银行工作人员通
过对该村的贷款投放历程介绍了建行乡村振兴、
普惠金融政策。随后，五星村村支书为大家介绍
了该村产业发展情况及村集体组织的发展情况。
最后，大家实地参观了该村的油茶产业园和生猪
现代农业园，进一步了解农业农村现状。

万名学子暑期下乡实践活动是建设银行面向
大学生推出的专项实习生培养计划，为有志于金
融行业的青年英才提供了解建设银行、提升专业
能力、增加职场体验的机会，是帮助高校大学生进
一步了解社会、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平台。

建设银行乐山分行：

开展万名学子
暑期下乡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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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日报公益广告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 王明浩 郭宇
靖）俯瞰京东方位于北京亦庄的8.5代线工厂，一排
排太阳能光伏板覆盖屋顶。厂区内设置废水回收
系统，实现100%再生水生产。包括北京工厂在
内，京东方全国工厂的光伏装机容量达114兆瓦，
相当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约6万吨。

在第一个“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记者从北京
市经信局获悉，像京东方一样，越来越多北京工厂
逐“绿”前行，全市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已达112
家，绿色、低碳正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新标配”。

何为绿色工厂？根据国家标准，绿色工厂指的
是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
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在北京，绿色工厂
在各行业加速崛起：ABB工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实现设备的监视和管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3
年前减少65%；悦康药业将锅炉余热再利用每天节
省热量数千千瓦时……

绿色发展动能澎湃，政策支持给足底气。北京
市经信局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处长何瑾说，北京不断
优化地方标准，制定发布“十四五”制造业绿色低碳
发展行动方案；开启“绿色诊断”，由第三方服务机
构上门“问诊”，政府给予绿色技术改造资金支持。
2020年以来已支持30多个项目，补贴资金近5000
万元。

实现绿色发展，更要整个供应链向“绿”而行。
京东方、北京奔驰等多家“链主”，带动上下游企业
减排降碳，实现绿色生产。北京奔驰在此前与宝钢
股份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中，提出今年起逐步使用更
环保的低碳钢。2026年起车辆用钢的碳排放强度
逐步降低50%至80%。

在政策引领、补贴激励、主动服务的“组合拳”
下，一批绿色工厂在北京脱颖而出、做大做强，节能
环保产业龙头企业、上市公司数量及规模均居全国
领先。2010年至2022年，全市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和水耗分别下降67%和74%。

点“绿”成金，让绿色动能更充沛。北京将研究
出台新一轮绿色低碳政策，重点聚焦无人驾驶毫秒
级响应、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重点技术领域节能减
排，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和工业园区探索碳中和实现
路径。

北京崛起112家国家级绿色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