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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苗昱）今年以来，
全市金融系统锚定“保五争三奔第一”目标
定位，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保障作用，精准服
务实体经济，主要金融指标实现稳定增长，
位居全省前列。截至10月底，全市各项贷
款余额6348.67亿元，比年初增加747.78亿
元、居全省第5位，增幅13.35%、居全省第2
位、高于全省平均2.75个百分点。全市新增
公司信用类债券融资321.5亿元、居全省第
3位，余额达1195.22亿元，居全省第4位。

出台十条金融硬核措施。9月份，为降
低本轮疫情对全市经济的影响，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市人民银行、济宁银保监分局第
一时间联合出台《济宁市金融支持受疫情
影响中小企业恢复发展的重点措施》，从持

续扩大信贷供给、用足用好政策工具、实行
延期还本付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做好接
续融资安排、强化企业上市挂牌支持、发挥
地方金融组织作用等10个方面，制定针对
性扶持政策，加大对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重点领域的金融纾困支持。

丰富银企对接活动形式。面对复杂严峻
的宏观经济形势，迎难而进、逆势而上，搭建常
态化银企对接平台，通过“线上+线下”“集中+
专题”等方式，开展灵活多样的对接活动，不断
畅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渠道。今年以来，围
绕高成长性企业、供应链核心企业、重点技术
改造项目、黄河流域重大项目等重点投入领
域，分专场开展现场对接活动11场，精准推介
重点企业项目385个、融资需求407.58亿元，

为其中201个企业项目提供融资支持219.32
亿元。同时，依托济宁市金融服务平台，开通
网上贷款办理渠道，同步开展线上审批，有效
促进银企双方高效对接。截至目前，平台已
入驻金融机构52家，累计发布金融产品191
个，为企业发放贷款17.88亿元。

突出重点领域融资保障。用好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全省首笔农发基础设施基金在
我市投放，截至10月底，累计争取全省农发基
础设施基金33笔、28.78亿元。发挥政策性银
行专班作用，争取农发行、国开行为全市37个
重点项目发放中长期项目贷款76.38亿元。
用足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政策，浙商银行
全国第2笔设备更新改造贷款落户我市。持
续放大“百亿担保”作用，为小微、“三农”等市

场主体提供担保业务规模142.66亿元。深入
开展金融助企攀登活动，截至10月底，全市攀
登企业贷款余额294.45亿元，增长23.4%。

大力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强化重点企业
上市服务保障，“一企一专班”全链条跟踪服务，
企业上市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截至目前，全
市1家企业提交证监会注册，2家企业提交首发
上市申请，6家企业在山东证监局辅导备案，是
我市辅导企业数量最多时期。印发《济宁市上
市后备企业培育服务办法》，建立可持续上市
后备企业梯队。目前，全市省级重点上市后备
企业、市级上市后备企业分别达到23家、154
家。持续推动优质企业挂牌，截至10月底，新
增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68家、居全省第
1位，累计达到597家、居全省第3位。

全市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朱海荣）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农行济宁分行作为服务“三农”的
国家队、主力军，始终坚守“面向三农”战略
定位，将服务乡村振兴作为重要政治责任,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持续强化金融供给,助
力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截至10月末,县域
各项贷款余额 400.15 亿元，较年初增长
31.64 亿元，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4.03个百分点；涉农贷款余额274.54亿元，
较年初增加47.29亿元。

聚焦帮扶工作连续性，切实做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
是完善组织架构强力推进。农行济宁分行

进一步健全三农金融事业部管理运行机
制，在分行层面设立乡村振兴金融部，支行
层面成立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小组，构
建起责任清晰、各负其职的工作责任体
系。二是围绕重点群体加快投放。建立

“银行让利、企业带动、贫困户受益”利益联
结机制，累计发放精准扶贫贷款近21.65亿
元，惠及各类企业主体112家，带动脱贫人
口2300余人。三是扎根基层一线深入帮
扶。精心挑选41名政治素质高、基层工作
经验丰富、熟悉农村金融工作的党员干部
到乡镇脱产挂职，深入实施产业、项目帮
扶，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人才“活水”。

聚焦信贷投放有效性，不断加强乡村振
兴领域金融供给。一是更加有效支持乡村
产业壮大。农行济宁分行深化与市乡村振

兴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合作，建立乡村产
业重大项目库和重点客户名单库，以“强粮
保供贷”、“强农产业贷”等“三农”特色产品
为抓手，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壮大。截至10
月末，全行乡村产业贷款余额64.22亿元，
近两年新增16.59亿元。二是更加有效服
务美丽乡村建设。出台金融服务乡村建设
行动方案，打造“乡村建设贷”产品包，积极
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为耕耘美丽乡村持续注入新动能。截至
10月末，全行乡村建设贷款余额57.02亿
元，近两年新增15.89亿元。三是更加有效
帮助大户发展生产。创新推出“强村贷”产
品，将基层党组织工作能力和在群众中的声
誉转化为可评定信用等级和申贷依据，累计
发放贷款1.59亿元，支持201家村党组织领

办合作社发展壮大。围绕金乡大蒜、鱼台大
米等特色优势产业，创新开展产业集群批量
化作业模式，累计发放贷款7.65亿元。

聚焦服务渠道多元性，持续提升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质效。该行一是巩固强化县
域网点优势。调整优化县域网点布局结
构，深入推进网点服务转型，提升网点服务
能力和辐射覆盖范围。全年新迁设乡镇网
点8个,县域物理网点达到83个，居四大行
首位。二是持续加强涉农场景金融服务。
全面推广“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平
台，实现济宁市156个乡镇全覆盖，有效支
持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在梁山上线全省首
家“智慧畜牧”场景，发放全省首笔智慧畜
牧贷款80万元，有效破解了当地畜牧业活
体牲畜抵押难题。

农行济宁分行：根植济宁助三农 深耕沃土绘新景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12月6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3年
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
报，研究部署202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
重要的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
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发
展质量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改革
开放全面深化，就业物价基本平稳，粮食安
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保
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成功举办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出坚
实步伐。

会议强调，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
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
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
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

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优化疫情
防控措施，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积
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
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
民生底线。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
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要加
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动力和
活力。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
引和利用外资。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
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
领导，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要坚持
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
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要
统筹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煤电油气
运保障供应，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保障农
民工工资发放，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
灾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下转2版A）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12月7日电 12月
2 日，中共中央在
中南海召开党外人
士座谈会，就今年
经济形势和明年经
济工作听取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的意见
和建议。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明年是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经济工作要
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更好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加强各类
政策协调配合，大
力提振市场信心，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同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起来，推动经济运
行整体好转，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

李克强、汪洋、
李强、王沪宁、韩
正、蔡奇、丁薛祥出
席座谈会。李克强
受中共中央委托通
报了今年经济工作
有关情况，介绍了
关于明年经济工作
的有关考虑。

座谈会上，民
革中央主席万鄂
湘、民盟中央主席
丁仲礼、民建中央
主席郝明金、民进
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陈
竺、致公党中央主
席万钢、九三学社
中央主席武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
辉、全国工商联主
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朱彤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
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明年经济工作的谋划
考虑，并就推动长江黄河流域纵向协同发展、提升底层技术研
发能力、加强科技人才引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调动和保护民
间投资积极性、完善平台经济税收治理、提振居民消费意愿、打
好高质量就业“组合拳”、优化精准防控疫情举措、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
示，大家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
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做好明年
经济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
积极吸纳。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
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迎难而上，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保持了经济社会大
局稳定。（下转2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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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粲
本报通讯员 季淑琦 周董雪

“二十大精神，我来讲、你来看，让我
们说说三句半，好着哩；坚持人民为中
心，党群干群一家亲，科技赋能大变化，
我开心；党建引领聚合力，困难帮扶聚民
心，伟大梦想皆成就，就是牛！”日前，在
任城区越河街道竹竿巷社区红石榴民族
广场上，伴着激昂的锣、鼓、镲声，越河街
道驻室党代表赵霞、南慧丽和爱心驿站
红色宣讲队两名志愿者正在表演三句半
《二十大精神 党代表心语》。

宣讲现场气氛热烈，不时爆发出阵
阵掌声，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将党的二十
大精神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讲形式巧
妙结合，让干部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这种宣讲
形式非常接地气，形象生动，入脑入心，
我不仅听得懂、坐得住、记得牢，还特别
喜欢听。”太白小区居民许阿姨说。

“党的二十大精神内涵丰富、催人奋
进，我就想通过三句半、快板等诙谐幽默
的群众语言，创作一些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文艺作品，这样不仅群众更容易接
受，还能将党的‘好声音’传得更开、更广、
更深入。”《二十大精神 党代表心语》三句
半节目的创作者王福银告诉记者，越河街
道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活动以来，她便以数来宝、快板、散文诗
等形式创作了10余篇宣传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作品，和爱心驿站红色宣讲队的志愿
者们一起走进街头巷尾、楼宇院落进行

“移动式”宣讲，用实际行动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越河街道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引
导广大党员群众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
上下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认真领悟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思想
新论断、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在各基层
党组织中开展形式多样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活动，充分发挥‘两代表一委员’联系
服务群众的优势，倾听群众声音，解决群
众实际困难，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越
河街道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党代表宣讲接地气
二十大精神入人心

任城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培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作为主攻方向，
全力推进企业攀登、技术改造、企业上市、要素保障、企业家培育五大工程，助推企业做大
做强，为制造强市建设贡献力量。图为驻企干部在企业了解发展情况和实际需求。

■记者 杨国庆 通讯员 袁进 摄

■本报记者 苏茜茜 鲍童 本报通讯员 李立博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市疾控中心专家提
醒市民朋友们勤洗手、戴口罩，牢记科学防护。

勤洗手。用餐前，触摸口鼻和眼睛前，外出返家后，咳嗽或
打喷嚏后，清理垃圾后，接触快递后，接触电梯按钮、门把手等
公共设施后，要及时正确洗手或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手卫
生。

常通风。冬日虽冷，但也要记得开窗通风，可以选择空气
清新和家中无人时通风换气，每日开窗通风2至3次，每次20
至30分钟，通风时注意防寒保暖。

科学佩戴口罩。乘坐电梯及公共交通工具时，进入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时，应全程佩戴口罩；就医时，建议佩戴医用外科
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口罩在变形、弄湿或弄脏导致防护性能
降低时，建议立即更换新口罩，以免影响防护效果。

注意咳嗽礼仪。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用完的
纸巾不要乱扔；无纸巾时用手肘代替。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
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健康饮食，戒烟限酒。

积极接种新冠疫苗。尤其是老年人免疫力低，往往有基
础性疾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仅能有效保护个人健康，降
低重症率和死亡率，也有助于早日构建群体免疫屏障。建议
没有禁忌症、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特别是老年朋友，应当尽
快全程接种新冠疫苗，完成全程接种3个月后及时接种加强
针。

牢记这些要点
做好个人健康“第一责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