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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
脉，肩负着助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使命与责任。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
融资规模存量超 430 万亿
元、广义货币（M2）余额超
330万亿元、新增贷款近13万
亿元……为经济回升向好营
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新增贷款流向哪些领
域？折射出哪些经济发展新
动向？近日，记者深入企业
工厂、金融机构，调研了解金
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加大对“五篇大文章”领
域的支持力度

走进福建南平元力活性
炭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竹
加工产生的竹屑等“下脚
料”，经过深加工，变成了每
吨近万元的木质颗粒活性炭
产品。

“我们自主研发的技术，
将农林废弃物制成了具有高
附加值的活性炭，还利用循
环产业链将热能综合利用率
提升了30%。”公司董事长许
文显介绍，在建行提供的
7000多万元绿色信贷支持
下，公司加速高端产品国产
化进程，正努力成为新材料
产业领跑者。

这是金融支持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缩影。当前，金融
部门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
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
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在浙江湖州，农行2.5亿
元绿色贷款支持下，浙江鸿
昌铝业有限公司的全自动铝
业生产线正加速建设；在江
西景德镇，工行 400万元普

惠贷款帮扶下，景德镇市贝
汉美陶瓷有限公司研发的新
品陆续销往全国；在四川南
充，中行1700万元普惠贷款
助力下，四川省南充蚕具研
究有限公司新采购了一批生
产机具用于转型发展……
金融活水润泽，进一步激发
企业发展活力、创新动力。

今年 3月，国务院办公
厅对外发布《关于做好金融

“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
各家金融机构积极响应。截
至 5 月末，金融“五篇大文
章”贷款余额103.3万亿元，
同比增长14%。

“我们优化资金供给结
构，全面加大对‘五篇大文章
’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今
年上半年建行新增科技金融
贷款超7000亿元，精准服务
科创主体。”中国建设银行公
司部相关负责人韩婧说。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适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逆
周期调节。5月份推出一揽
子金融支持举措，进一步提
升金融服务对经济结构调
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
性和精准性。结构性政策工
具已实现对金融“五篇大文
章”各个领域的全覆盖。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
司司长闫先东介绍，今年以
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
贷款呈现“总量增长、覆盖面
扩大”的特点。5 月末，科
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领
域的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12%、27.4%、11.2%、38%和
9.5%，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
增速。

紧盯经济转型升级不断
优化融资结构

在洛轴集团的智能工
厂，从自动化生产线上走下
的轴承，将走入航空航天、工
程机械、风力发电等领域，助
力大国重器“上天入地”。

“工行和国开行及时提
供了8亿元10年期贷款，帮
我们解决了资金难题，推动
智能工厂快速建成。”洛轴集
团财务部部长陈元介绍，今
年工行又为洛轴集团及其子
公司投放了设备更新贷款
1.27亿元，帮助公司引进智
能化设备。

记者从多家银行了解
到，今年以来，先进制造、科
技创新、民营经济等重点领
域信贷投放增长较快，助推
传统企业破茧成蝶、重焕新
生。

从一组数据可窥见一
斑：6月末，工行科技贷款余
额近6万亿元；中行国家级、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授信覆盖
率30.93%；农行制造业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 17.1%；建行
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较年初新
增近6000亿元……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持
续为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和科
技新兴产业赋能添力。

5月中旬，由邮储银行
牵头承销的新希望集团5亿
元科技创新债券落地四川，
发行利率 2.1%。“我们将加
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
级。”新希望集团财务负责人
说。

今年5月，债券市场“科
技板”启航，截至6月末已有
288家主体发行科技创新债
券约 6000亿元。中国人民
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曹媛
媛说，这项创新性举措既促
进了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发

展，也为传统产业运用新技
术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试点适度放宽科技企
业并购贷款政策，建立债
券市场“科技板”，金融资产
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扩
围……一系列金融政策精
准实施，更好适应科技创新
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
究所研究员王向楠表示，引
导金融资源流向高新技术等
关键领域，是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科技
金融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将
助推形成“科技驱动、金融赋
能、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聚力促消费扩内需激活
经济发展潜能

浙江义乌西门老街内，
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施工，
西门老街历史文化开发项目
推进如火如荼。

“这个项目总投资额达
31.2亿元，在服务消费与养
老再贷款政策支持下，我们
以较低利率为项目提供了
7.29亿元贷款，通过金融助
力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光大
银行杭州分行公司金融部总
经理何强说。

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
政策是金融促消费的诸多政
策之一。今年以来，中国人
民银行等 6部门出台了《关
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的指导意见》，推出 19条重
点举措；多家银行围绕扩大
商品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和
培育新型消费等推出行动方
案……金融系统正协同发
力，为激活消费市场注入更
多动能。

“当前中国消费市场具

有巨大的增长潜力，金融服
务紧跟多元化消费场景发展
趋势，有助于释放中国超大
市场规模所蕴含的巨大需求
空间。”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
家程实说。

稳定且精准的金融支
持，是促消费、扩内需的有力
支撑。

增加 3000亿元科技创
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
增加 3000亿元支农支小再
贷款额度，全面下调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
分点……上半年，中国人民
银行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加
力支持扩内需的重点领域。

数据显示，6月末，制造
业和基础设施业的中长期贷
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 8.7%
和7.4%，成为新增贷款投向
的重点领域。5月新发放的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0.66
个百分点。

下半年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仍需保持稳定的总量支
持，让信贷资源精准投向经
济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巩
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
色。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表
示，下阶段将把握好政策实
施的力度和节奏，更好地推
动扩大国内需求、稳定社会
预期、激发市场活力。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也在近日
提出，将加强有效投资融资
保障，更好支持新质生产力
发展。

“稳”有支撑，“进”有动
力。在金融活水的持续润泽
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步
履更加坚实有力。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金融精准发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成色
——中国经济年中观察之五

吴雨 彭扬 韩宋辉

上半年我国金融数据近
期出炉，平稳增长的信贷总
量、持续优化的信贷结构，反
映出金融支持经济力度稳固
且精准。在推进经济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金
融体系加速打通堵点、提质
增效，引导资金配置向“新”向

“实”，以金融活水更好浇灌高
质量发展沃土。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总
量稳、力度大。上半年人民
币各项贷款新增近13万亿
元，企业居民有效信贷需求

持续释放。这背后是一系列
稳就业稳经济举措逐步落
地，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等需求加大，家电、汽车补
贴等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为经济增长注入更多动能。

金融是经济的镜像，反
映着实体经济的需求。哪些
领域更“吸金”，可以从信贷结
构变化窥见一斑。5月末，科
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领
域的贷款同比分别增长12%、
27.4%、11.2%、38%和9.5%，均
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这

些领域的信贷增长意味着，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成效
渐显，也为金融体系进一步
精准发力指明了方向，引导
资金流向国家重大战略、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助
力实体经济破局拓新。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
脉，必须疏通堵点让资金直
达“毛细血管”。上半年我国
经营性贷款增加9239亿元，
占新增住户贷款的近八成，
体现了金融机构对个体工商
户和小微企业主的支持力

度。融资环境改善，经营主
体才会拥有更足底气、怀揣
更多期待。这需要金融机构
持续提升服务水平，提供差
异化产品，以更多真金白银
支持敢创新、肯实干的经营
主体，助推小微企业不断茁
壮成长，让更多创新创业的
种子落地生根。

金融支持经济向“新”发
展，离不开宏观政策持续发
力。降息又降准，创设和实
施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适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逆
周期调节，频频打出金融“组
合拳”，不断提振市场预期，让
企业转型升级更有信心。

金融活，经济活。当前，
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
活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竞相涌现。金融体系正进一
步提升服务适配性和精准
性，加力支持科技创新、提振
消费等重点领域，以金融活
水润泽经济沃土，助力高质
量发展稳步前行。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让金融活水更好浇灌高质量发展沃土
吴雨 黄坤

本报讯（记者 李兆楠）
政务服务是城市发展的“软
实力”，也是群众感知营商环
境的“温度计”。近日，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政务大厅以搬
迁新址为契机，全面升级服
务环境与效能。从硬件设施
到服务流程焕然一新，从企
业开办到民生琐事均显高
效，用细节彰显温度、以改革
提升效率，为民服务、助企发
展，让“高效办成一件事”从
承诺变为常态。

宽敞明亮的办事大厅
里，自助服务区屏幕滚动着
操作指引，综合窗口工作人员
耐心解答咨询，“怎么能办”
窗口前群众连连称赞……据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自搬迁新址以来，这
样的高效场景每天上演。以
新环境为起点，该局从细节
入手、向效能发力，既让群众
感受服务温度，也全程护航
企业发展，交出了亮眼的民
生答卷。

硬件“焕新”提速，让办
事环境更舒心。搬迁后，市

场监管窗口位置醒目，办事
区域划分清晰，企业开办、
食药械等综合窗口一目了
然。自助服务区电脑从 5台
增至 9 台、自助机从 1 台加
到 3台，群众可趁排队间隙
完成线上填报，办事节奏显
著加快。

服务“走心”提质，让办
事体验更暖心。硬件升级的
同时，软件服务更见功夫。
窗口服务规范全面完善，分
管领导每月坐班协调“堵
点”，工作人员做到“解答咨
询、资料发放、材料收取一口
清”，不让群众多跑路。

在企业服务方面，开办
环节将营业执照办理、公章
刻制等流程“打包”整合，1
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今
年以来，全市新增企业 4588
户，平均耗时仅 0.45 小时，
稳居全省第一梯队；“零成
本大礼包”已为 1682户企业
节省 47.93万元。针对变更
高频需求，将 7项业务整合
为“信息变更一件事”，通过
多部门并联审批，环节从 7

个减至 3 个，材料减少 26
份，1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已
办理2062户。

聚焦“高效办成”，让办
事过程更省心。该局在全
市率先设置“怎么能办”窗
口，推行“五办”服务，破解
群众“不知怎么办”难题。
自今年 4月窗口设立以来，
已接待咨询 500 多件，解决
疑难问题300多件。

截至目前，已办理各类
审批服务 3586件，群众满意
度 100%。三面锦旗、三笔
12345 表扬工单及“文明窗
口”称号，成为服务提质的
鲜活证明。

接下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
一件事”改革，聚焦企业群
众需求升级服务场景，推进
更多事项“一网通办”“跨省
通办”，以“热心、耐心、诚
心、用心”理念，让服务更精
准、效率再提升，群众获得
感更足，把政务大厅打造成
优化营商环境的“前沿阵
地”。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政务服务“焕新”更“走心”

工作人员帮助企业办理相关业务。 本报记者 王彦雨 摄

在城市的喧嚣中，有一
位民间艺人，四十余年来，
默默坚守着根雕艺术的传
承与创新。他就是范彦恩，
一把刻刀、一方树根，便是
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范彦恩与根雕的缘分
始于四十多年前的一次散
步。那时，他被一块形状奇
特的树根吸引，想象着它若
经雕琢，或许能成为一件独
特的艺术品。从那以后，这
份对根雕的热爱便在他心
中种下了种子。

在根雕创作的道路上，
范彦恩始终遵循“三分人
工，七分天成”的原则。他
常常走进山林之中寻找合
适的树根。每一块树根都
像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带

着岁月的痕迹和独特的纹
理。范彦恩根据观察树根
的自然形态，从它的扭曲、
孔洞、纹理中寻找灵感，构
思出最契合的创作主题，再
经过打坯、精雕、打磨、上蜡
完成作品。简朴的工作室
里，陈列着范彦恩多年来的
根雕作品。这些作品大多
是用黄荆木、榆木、琥珀木
等树木的根雕刻而成。灵
动的小松鼠、展翅翱翔的鸟
儿……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的根雕作品如同被赋予了
生命。

范彦恩凭借灵活的创
意头脑和一双“变废为宝”
的巧手，让一块块盘根错节
的树根、一截截斑驳畸形的
枯木重新焕发活力、雕出枯

木新生。这些陪伴了他多
年的树根，不仅倾注了他的
大量心血，还藏着一段段故
事，串起了他的根雕人生。

2023年，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聘任范彦恩为协会顾
问。

如今，范彦恩依然每天
沉浸在他的根雕工作室里，
与刻刀和树根为伴。他说：

“根雕是我一生的热爱。
只要还能拿起刻刀，我就会
一直创作下去。我希望通
过我的作品，让更多人了解
根雕艺术，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范彦恩用四十余
年的时光诠释了一位民间
艺人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与
传承，对艺术梦想的执着与
追求。

四 十 余 年 的 坚 守
他用“根雕”复活自然

本报记者 张晓楠

本报讯（记者 董星辰）7
月 24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杜立智带领调研组，就我
市体育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组先后深入西安区
宪法主题公园、超级ONE篮
球主题公园、四百游泳馆、市
排球馆、德弘冰雪运动科技
有限公司、市中医院康复减
重门诊等场所，实地察看体
育场馆建设、智慧设施投放、
体育产品制造企业科技研发
销售及运动伤病预防治疗等
情况，听取市政府及相关部
门专项工作汇报，详细了解

体育与文旅、医疗融合发展
的具体成效。

近两年来，我市以承办
省运会为重要契机，持续加
强健身设施建设、丰富赛事
活动供给、优化健身指导服
务，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
康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
市已建成 30 类体育场地
1426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 2.66平方米，行政村健身
器材覆盖率、县级以上城市

“15 分钟健身圈”覆盖率均
实现 100%，为全民健身普
及、体育培训开展、赛事活动
举办及体育休闲消费提供了

坚实的产业空间支撑。
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承

办 2026年省运会这条主线，
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
化体育产业发展环境，吸引更
多优质体育企业入驻；要鼓励
企业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提升
体育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
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要高度
重视体育人才培养与引进，为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智力保障；要持续深化体
育与文旅、医疗、制造等多领
域的深度融合，让体育成为
激发辽源活力、彰显辽源魅
力的重要引擎。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全市
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情况

执法人员在整治行动中与驾驶员交流沟通。 本报记者 魏利军 摄

本报讯（记者 于芯）为进
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运营秩序、
提升行业服务质量、保障乘客
及经营者合法权益、树立城市
文明窗口形象，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于今年7月1
日启动东辽出租车异地营运
专项整治行动。此次行动聚
焦非本市注册出租车在本市
长期驻点、违规设点及揽客等
行为，旨在推动行业服务能力
和治理水平“双向提升”。

整治过程中，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东辽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以市火车站、动植物园、医
院、主干次路等重点区域停车
点和游客活动集散地为核心，
采取定点与流动巡查相结合
的方式，对非本市注册出租车
在本市长期驻点、违规设点及
揽客等违规经营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执法依据《吉林省城
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明确“出租汽车不得异地
运营，承运的起点或终点应在
核定经营区域内，异地送达返

程时不得在异地滞留待租”，
对查实的异地运营及返程滞
留待租行为，将依法对驾驶员

予以处罚，切实维护乘客出行
权益。

为确保整治实效，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执
法巡查中，针对重点区域及交
通高峰、夜间等关键时段，采

用“定点值守+流动巡查”“日
常检查+突击夜查”模式，加
大执法频次与力度。同时，成
立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畅
通 12328、12345 投诉热线举
报渠道，实现“快受理、快核
查、快反馈、严处理”，让市民
切实感受到出行环境的“秩序
感”。

数据显示，从 7月 1日至
23 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46人次、执法车辆 46台次，
重点检查东辽县出租车49台
次，查处东辽县违规出租车 7
台次、市内违规出租车 3 台
次。通过构建长效治理模式，
全面规范出租车营运秩序，对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查严处，
推动出租车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下一步，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将持续构建职
责清晰、监管有力、服务优质
的行业治理体系，切实让群众
出行更有秩序、更具温度、更
显品质，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
强劲动力。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出租车秩序专项整治 常态化守护出行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