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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西藏、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特
别是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立足西藏、新疆实
际，全力支持两区重大项目、特色产业和民生工程，带动广大农
牧民致富奔小康，努力为西藏、新疆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作出
贡献。

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农行先后两次出台支持西
藏、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项政策，重点在信贷投入、项目准
入、授权管理、产品创新、财务资源、网点建设、人员培训等方
面加大倾斜力度。截至2013年末，西藏分行各项贷款余额314亿
元，新疆分行 （含兵团分行） 各项贷款余额 894 亿元，贷款份额
均保持当地同业首位，重点支持了两区一大批交通、电网、能
源、通信、城建改造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在西藏，农行向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贷款 4 亿
元，解决了老城区内 3500 个街面经营摊位及冲赛康批发市场
3007 商户的安置问题，增加了 1156 个停车位，深受老城区人民

欢迎。在新疆，农行2013年贷款余额同比增加173亿元，投放量
创历史新高，受到自治区的充分肯定。

农行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营业网点有441个，离边境线两公
里以内的营业网点 190 个，在服务地方经济的同时，为维护边疆
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力支持地方优势产业发展。在西藏，农行近年来累计向自
治区藏药厂、聂拉木藏药厂、阿里外贸等10余家藏药经营龙头企
业发放扶贫贴息贷款 11.7 亿元，促进了藏药新品种的深度开发，
带动了藏药产业链的农牧民致富。

在新疆，农行按照“一县一品、一县一策”的思路，保证特
色林果产业链上各环节主体融资都能“进得来”、“贷得到”。近两
年，累计发放特色林果业贷款 210 亿元，支持林果企业 98 家、果
农2.3万户，农民实现人均林果纯收入超过1000元。

农行扩大兵团分行龙头企业季节性收购贷款审批权限，全
力支持兵团调整“白色”产业结构。近两年，向兵团棉花产业

集群企业授信 170 亿元，全面提升棉花产业的
质量和效益。目前，农行对国家、兵团级棉花
产 业 龙 头 企 业 服 务 覆 盖 率 分 别 达 到 91.3% 、
83.8%。

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农行在西藏、新疆
成立了 48 家中小企业专营机构，在积极推广现有
小企业简式贷、仓单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特色
金融产品的同时，加快业务创新。

在西藏，农行推出“雪域成长贷”、“退税托
管质押”等金融产品，截至 2013 年末，共支持
藏区中小企业 700 余家，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
83%。在新疆，农行先后推出“简式贷”、“智动
贷”、“厂房贷”、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和县域
中小企业动产抵押贷款等一系列专属金融产品，
全方位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近两年，新疆两
分行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增长 134%，贷款余额增
幅达 213%。

持之以恒做好农牧民金融服务。在西藏，

农行以“钻、金、银、铜”四卡为平台，推出了系列小额信贷
产品，农牧民无需担保抵押，随用随贷，随借随还。截至 2013
年末，农行为全区 98.8%的农牧户发放了“农牧户贷款证”，受
益农牧民达 38 万户。同时，积极配合西藏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安
居工程建设，累计发放安居工程贷款 44 亿元，惠及农牧民 30
余万户。

在新疆，农行累计认定示范农户12万户，近两年投放农户贷款
173.6亿元。金穗“惠农通”电子机具重点区域行政村、乡镇覆盖率分
别达到91％、92%，兵团团场连队电子机具覆盖率达到100%。

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近两年，农行整体改造网点 493
个，完成了所有县级支行和重点乡镇网点的电子化建设。组织开
展了三轮高强度、高密度对口培训支援，从北京、上海等17家沿
海发达地区分行累计选派 329 名专业技术骨干，分别与西藏、新
疆辖属的二级分行和县级支行进行对口支援，每轮为期半年，帮
助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同时，农行每年从西藏、新疆分行及辖内机构选派业务骨干
200 余人，到总行参加专门师资培训，培训结束后再到东部发达
地区行跟班实践，实现了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进一
步提升了服务边疆发展的能力。

农 业 银 行 大 力 支 持 西 藏 和 新 疆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广告·广告

农行新疆塔县支行信贷人员为农牧民讲解农户贷款农行新疆塔县支行信贷人员为农牧民讲解农户贷款

农行西藏分行积极支持小城镇建设农行西藏分行积极支持小城镇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奇瑞重工总经理王金富告诉记者，尽
管近年来我国农机产业产值大幅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增
强，突破了低量农药喷洒等重点环节的关键技术难题，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转型升级迫
在眉睫。

王金富代表建议，首先要兼顾发展精耕细作生产方式
与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促进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化技
术手段相互融合，实现农业产业向高产高效、资源生态永续
利用方向转型升级。其次要建立农机工业技术创新平台，
鼓励农机工业科技创新，促进农机、农艺融合，突破机插秧、
机采棉、甘蔗机收等薄弱环节的关键性技术，提高重点环节
和重点领域技术水平，引导农机产品技术和结构升级。三
是要培育微观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鼓励农民发展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突出重点，兼顾特色，培养多种形式适度
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是要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建立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信息化管理平台，开展
农机大市场信息化和农机电子商务示范等，实现基础设施、
农业装备、农业生产作业管理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五是
要创新农机服务模式，培育服务主体，发展农机作业、维修、
租赁等社会化服务，升级农机技术服务体系，建立农机金融
服务体系，健全资金稳定投入增长机制。

王金富代表——

农 机 产 业 亟 待 转 型 升 级农 机 产 业 亟 待 转 型 升 级
本报记者 赵淑兰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9 日，马
航飞机失联事件进入第二天，航班仍然
失联。我国各方救援力量全力赶赴马航
客机可能失事海域，陆续抵达的舰船连
夜展开搜救。

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 9 日介绍，
针对马航班机失联事件，我国政府采取
了包括外交、民航、海上救捞以及海警等
综合措施在内的救援手段。我国海军 9
日也已派出舰艇参与搜救。

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发生后，中国

海上搜救中心密切联系马来西亚、越
南海上搜救机构，了解掌握现场搜救
进展，积极协调海事、救捞、海警等
单位及中远、中海等企业，派出力量
参与搜救。

3 月 9 日 9 时，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协
调的中远“泰顺海”轮抵达疑似海域，开
展搜救行动。经过 9 个多小时的连续搜
寻，未发现可疑目标。目前，“泰顺海”轮
已完成 9 日的搜救任务，搜寻面积约为
145平方海里。

中国海警 3411 船也于北京时间 3
月 9 日 13 时 30 分抵达马航客机疑似失
联海域中心位置，截至 19 时，在搜救范
围内航行 60 海里，搜索面积约 200 平方
公 里 ，尚 未 发 现 可 疑 目 标 。 据 了 解 ，
3411 船将根据海洋气象专家对疑似失
联海域海况、洋流、风速等因素的分析研
判意见，充分利用船载强光探照灯和夜
视仪器等装备，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连
夜全力搜索。

此外，“南海救 115”、“南海救 101”、

“海巡 31”等船舶正在全力赶赴疑似失
联海域执行搜救任务。

下一步，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将进一
步加强搜救协调工作，继续保持与马来
西亚搜救中心联系，跟踪最新搜救进
展。根据中方派出船舶情况，提前协调
做好相应搜救计划并通报马来西亚搜救
中心。同时，继续协调过往商船参与
搜救。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中国政
府决定，派出由外交部、公安部、交通运
输部、民航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马来
西亚，配合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应对
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工作组将敦促马方
加大搜救力度，尽快查明事件真相，及时
对外发布准确信息，同时做好乘客家属
赴马的服务工作。工作组将于 10 日上
午自北京启程，当日晚些时候抵达马来
西亚开展工作。

我救援力量陆续抵达马航飞机疑似失联海域展开搜救
将派出联合工作组赴马来西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4 年，国内
生产总值预期增长 7.5%左右。而问题
是，在宏观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的形势之
下，中国经济如何稳增长？7.5%左右的
经济增速是否会妨碍调结构的推进？投
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如何得到
充分发挥？3月 9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专家。

实现 GDP 目标增速有保障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比较、反
复权衡，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

考虑到 2013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增长 7.7%，而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仍
然错综复杂，加上国内调结构、促改革的
任务繁重，有人担心，我国完成全年经济
预期增速的难度十分巨大。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宋立表示，今年一、二季度，我国
GDP 增速确实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性，
但进入三、四季度，随着经济发展中的有
利因素逐渐释放，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将
明显改善。

宋立分析说，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比
较明显，将给外贸出口的回升和企业信
心的恢复带来有利影响；同时，随着改革
红利的逐渐释放，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正
向的拉动作用，并带动社会投资的增
长。因此，我国完成 7.5%左右的目标增
速是有保障的。

稳增长与调结构并不矛盾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和促进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有一种
观点认为，7.5%左右的目标增速仍然偏
快，不利于结构调整的推进。也有观点
认为，在结构调整的压力下，很难完成这
一目标增速。

“过高的经济增速会影响调结构，过
低的经济增速同样不利于结构调整。”国
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
表示，调结构的关键在于依靠创新，而研
发投入与经济增长往往成正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将使企业经营困
难，并丧失技术创新的热情和能力。因
此，保持 7.5%左右的目标增速，对结构

调整是有利的。
“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国家

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施子海表
示，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
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推进结构调
整，稳定和扩大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都
要有一定的合理速度来支撑。特别是在
调结构过程中，部分行业要淘汰落后产
能，部分就业人员需重新安置，高校毕业
生人数也在增加，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
速度才能稳定和扩大就业。

调结构的稳步推进，是否会给稳增
长带来不利影响呢？宋立表示，我国产
业结构调整要做到进退并举。其中，

“退”的部分主要是落后产能和过剩产
能，而产业结构调整更多的还是以“进”
为主，特别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
兴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结构的

“进”，将为稳增长注入更多活力。

投资仍将发挥关键性作用

2014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预期增长 17.5%。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把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些观点认为，当前我国房地产市

场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地方又面临债务
压力，投资很难在稳增长中发挥关键性
作用。

“我国具备保持投资稳定增长的基
础。”孙学工说，一方面，去年国务院出台
了支持中西部铁路建设、城市管网改造
等一系列政策，都将在今年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可以对投资增长形成支撑；另一
方面，在结构调整中，相关投资的力度也
会加大，例如，大气环境治理将会带动环
保领域的投资，劳动力价格上涨将会带
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宋立告诉记者，如果只看高污染、高
耗能产业项目的投资，可能会担心投资
放缓，但从新增投资热点看，我们仍然要
对投资充满信心。

目前，我国投资的着力点主要分布
在传统产业相关领域、与节能减排相关
的改造项目、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
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这些领
域的投资同时将撬动巨大的内需市场。
此外，包括农业、安居工程、中西部铁路
等重点投资项目也将陆续上马。

国家发改委专家解读政府工作报告认为——

7.5% 经 济 增 速 无 碍 调 结 构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朱民代表——

转型中要注重群众幸福感转型中要注重群众幸福感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转型升级步伐要大，老百姓的幸福感也要不断提升，
二者不可偏废。”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徐州市市长朱民告诉
记者，老工业基地转型必然会对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影响，因
而应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民生方面。

朱民代表以徐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为例，认为要抓好4件
事。首先是促进就业创业。2013 年城镇新增就业 11.7 万
人；其次是强化社会保障这个基础。全市社保参保人数超过
620万人，新农合参合率连续7年稳定在95%以上；其三是守
住社会救助这个底线。全市城乡低保对象12.58万户25.53
万人，农村五保对象 3.5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其四
是办好民生实事项目这个工程。2011 年至 2013 年共计安
排226件实事，涉及医食住行、生老病葬等方面，全部按年度
计划顺利实施。

在安排实事项目的过程中，徐州市优先做好空气质量
提升、出行畅通、居住条件改善等一批全局性和普遍性的项
目，着重解决群众反映集中和迫切的问题。例如，新建改扩
建中小学 38 所、幼儿园 80 所，加固重建中小学校舍 60 万
平方米等措施，深受群众欢迎和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