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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是促转型的核心，谁

转得快、转得稳，谁就能赢得主

动，占据发展制高点

——姜锋代表

陕西咸阳是老工业基地，节能降耗面临
历史欠账与新增减排任务的双重压力。“调结
构是促转型的核心，谁转得快、转得稳，谁
就能赢得主动，占据发展制高点。”全国人大
代表、咸阳市委书记姜锋说。

姜锋代表介绍说，咸阳着力推进彬长旬

能化产业、乾礼泾现代建材产业、咸兴高新
技术产业等 6 大工业板块建设；围绕中心城
市、县城、重点镇和新型农村社区4级城镇体
系，打造规模适度、产城融合、功能完善、
相互协调的市域城镇群；扎实推进“智慧咸
阳”建设，大力发展数字化管理与技术。

“咸阳重点壮大工业、做优农业、提升服
务业占比。”姜锋代表说，在三次产业内部，
分行业、分品种研究市场，提升产业附加值
和产品市场占有率。在产业空间方面，大力
实施“一县一策”，精心打造特色鲜明、优势
突出的主导产业基地和专业化产业功能区。
同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德阳市市长陈
新有认为，德阳产业转型升级，重点要抓
住创新驱动这个“牛鼻子”，着力在以下几
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要将创新驱动战
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产业发展

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专门制定区域创新
发展战略规划和建设技术创新体系，绘出

“路线图”、列出“时间表”。二是落实企业
的创新主体地位。要发展以知识密集、技
术密集、人才密集为特征的新兴业态，大
力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积极推动高
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培育和建设。三
是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德阳将围绕高端装
备的技术运用，研究制定产业技术路线
图，实施一批重大自主创新项目，突破一
批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获取一
批引领产业发展的原创性成果，形成一批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高端产
品，努力抢占产业科技制高点。

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本报记者 钟华林

要将创新驱动战略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产业发

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

——陈新有代表

记者：西藏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保护好雪域高原的一草一木至关重要。

同时，发展的任务也很艰巨。如何处理好科

学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洛桑江村：保护好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加
快西藏发展步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
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和潜力所在。我们要牢固
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我们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在
加快推进跨越式发展的同时，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始终坚守生态保护这条底线、红线、
高压线。我们宁愿发展慢一点，也绝不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去年以来，我们首先强化了制度约束，新颁
布实施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办法》，实行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自治区政府

“一支笔”审批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实行
了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记者：今年，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

生态文明制度改革，西藏将如何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与建设工作？

洛桑江村：西藏紧紧围绕构建国家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加快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制定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和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一是优化生态保护主体功能区划，
深入推进草原、湿地、天然林保护，巩固退
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在大江大河源头区
和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建设一批自然保护区和
国家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建立环境保护考
核奖惩机制。二是严格建设项目准入，所有
建设项目都严把“三关”，即生态环境关、产
业政策关和资源消耗关，绝对禁止高能耗、
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企业进入西藏。
三是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地市
污水处理厂、医废处置中心、标准化垃圾填
埋场，切实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环
保能力建设，逐步推进数字化、立体化、智
能化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实现监测全
覆盖、监管全过程，提高环保监测监管水平。

记者：今年，西藏正式启动了“两江四

河”造林绿化工程，请简要介绍该工程的计

划和具体实施的情况？

洛桑江村：去年初,西藏正式启动了“两
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规划编制工作。
截至目前，编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规划范
围涵盖雅鲁藏布江、怒江、拉萨河、年楚
河、雅砻河、狮泉河的干流、一级支流两岸
第一层山脊以内及周边生态区位重要或生态
极为脆弱的区域。规划建设期为 2014 年到
2030 年。规划建设内容包括营造林工程、农
田林网工程、绿色通道工程、森林围城工
程、乡村绿化工程等 9 项工程。规划实施人
工造林和封山育林总面积 970万亩。

目前，自治区已经整合资金 5700 多万
元，准备于今年 4 月初开始，在雅鲁藏布江
上游的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艾玛岗等地实
施 造 林 绿 化 ， 造 林 育 林 面 积 100 万 亩 以
上。工程项目建成后，西藏生态环境将会
进一步优化，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将
更加坚实。

树立底线思维 筑牢生态屏障
——访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洛桑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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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友财代表：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本报记者 倪伟龄

在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市市
长李建明看来，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条，
精准衔接从种植到市场流通的每一个产
业链条，实现加工流通成本最小化和产
品价值最大化，是荆州从“产粮大市”
向“产业大市”转变的重要途径。

李建明代表认为，按照全产业链模
式发展农业，首先要找准“链头”，即
找准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
动作用，使其沿“微笑曲线”聚合上下
游企业。其次要拉长“链身”，使链条
从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让每一个中
间环节都成为利润增长点。最后，要善
于串好“链条”，一方面，要发挥全产
业链的成本和管理优势，用利益连接机
制把上下游企业“串”在一起；另一方
面，发挥好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
用，让链条“串”得更好。

李建明代表：

建设全产业链农业
本报记者 魏劲松

“目前，种植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
于农药、化肥和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
薄膜，造成土壤品质下降等一系列严
重后果。种植业面源污染问题必须得
到高度重视。”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
省密山市东粮集团董事长翟友财说。

翟友财代表建议，要解决种植业
面源污染问题，今后应强调“向品质
要效益”，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和
生 态 农 业 。 应 利 用 现 有 农 技 推 广 体
系，把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和原因，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系列标准和生产技术作为农技培训重
要内容。通过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引
导农民和农产品基地增施农家肥和生
物 菌 肥 等 有 机 肥 料 ， 中 和 土 壤 酸 碱
性，改良土壤。同时，相关部门应从
生产和市场准入两个环节入手，控制
农业面源污染。

拥 有 694 家 营 业 网 点 ， 占 北 京 市 银 行 营 业 网 点 总 数 的 20% 以

上，作为全市首家营业网点覆盖 16 个区县、182 个乡镇的商业银

行，北京农商银行将“根”深深扎入广阔的京郊大地之上，用一揽

子优质金融服务，支持首都城乡一体化建设。

银行将金凤凰送进农户家

“您的住宿和餐饮消费是 350 元，请问您是付现金还是刷卡？”

在密云水库旁，张晓慧的农家乐每到节假期，都会游客满满，从最

初简单吃鱼到现在住宿餐饮一体，张晓慧的旅游生意越来越红火，

这得益于家中飞来的“金凤凰”。

在北京市的怀柔、昌平、顺义等郊区，千千万万的农户都因为

“凤凰乡村游”走上了旅游发展之路。“凤凰乡村游”是由北京农商

银行和北京观光休闲农业行业协会共同开展的特色主题活动，北京

农商银行先后在近万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者中，筛选出 3000

余户农家乐，安装 POS 机 5000 余台，培训农民经营者，实现京郊旅

游支付手段的飞跃。开展 7 年来，全市游客刷卡消费达 5000 万人

次、刷卡金额逾 100 亿元,成功引领城市资金流向京郊,

大力推进了京郊支付服务环境建设。

除了带游客进有乡土气息的“家”，北京农商银行

还将质量上乘的农副产品引进城。打开北京农商银行网

上商城页面，板栗、桃子、柴鸡蛋⋯⋯京城百姓总能选

购到当季最新鲜的农副产品。

特色贷款 实现农户致富梦

从 最 开 始 的 走 村

串 户 的 游 商 ， 发 展 到

今 天 拥 有 千 万 元 资 产

的 大 户 ； 从 单 纯 以 板

栗 收 购 为 主 ， 发 展 到

今 天 的 板 栗 深 加 工 ，

怀 柔 的 板 栗 收 购 大 户

张 建 林 和 他 的 企 业 都

离 不 开 北 京 农 商 银 行

的资金支持。“去年收

购 价 5.5 元 一 斤 的 板

栗 ， 今 年 降 到 3.5 元 。

可 就 是 这 样 看 似 便 宜

的 板 栗 ， 要 全 部 收 购

需 要 的 资 金 仍 然 是 大

数目。”怀柔渤海镇收

栗 大 户 张 老 板 粗 略 算

了 一 笔 账 ， 2013 年 他

收 购 板 栗 达 到 5000

吨，按每市斤 3.5 元的

收 购 均 价 计 算 ， 要 拿

出 3000 余万元，这还

不 算 板 栗 收 购 后 储

存 、 加 工 、 运 输 等 环

节所需的流动资金。

对于北京周边像张老板一样种植板栗的农民还很多，对此，北

京农商银行在 2012 年创新推出板栗收购贷款的基础上再次创新，使

用了额度授信、循环使用的贷款模式。“随用随贷，随贷随还”的便

捷贷款，方便板栗收购农户根据资金需要，在不超过授信额度的条

件下循环使用，更好地满足了收购短期内所需的大量流动资金，也

避免了繁琐的审批环节，切实降低了农户的融资成本。该产品在

2013 年度中国国际金融展上获得的“优秀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奖”,

也可谓是银行扶持栗农的别样丰收。

北京农商银行还在持续推出更多特色支农金融产品。“新农村”

建设、“新农家”农户两大贷款体系，针对特色农户金融需求，包括

兴市惠农农户贷、虹鳟鱼—鲟鱼农户养殖贷款等，满足首都农民特

色化、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

金融便利店 服务送到家门口

随着北京农商银行乡村便利店的正式开张，住大兴区黄村镇桂

村的桂大爷和乡亲们，足不出村就可以办理各项金融业务了。

在村委会的乡村便利店,一台自助存取款机，一台网银自助服务

终 端 ， 再 配 上 一 台 北 京 农 商 银 行 96198 的 直 通 电 话 ， 村 民 小 额 取

现、查询、代缴费，样样全能办，遇到啥疑问拿起电话就能找到银

行客服询问。不仅能自助办理业务，乡村便利店里还配有专业“辅

导员”，通过北京农商银行的专业培训，辅导不会使用金融服务设备

的村民办理各类金融自助业务。“这下可好了，以前我存取点儿钱，

都要骑自行车到镇上去办理，来回少说要两三个小时。”在“辅导

员”的帮助下取了 300 元钱，桂大爷很满意。

北 京 农 商 银 行 承 担 北 京 市 首 批 “ 村 村 通 ” 工 程 农 村 基 本 金 融

服 务 点 建 设 任 务 ， 截 至 2013 年 末 ， 在 怀 柔 、 门 头 沟 、 房 山 、 密

云 、 大 兴 等 京 郊 各 区 县 偏 远 行 政 村 ， 累 计 建 成 助 农 取 款 服 务 点

336 个 、 乡 村 自 助 店 19 个 、 乡 村 便 利 店 78 个 ， 在 首 都 10 个 郊 区

县 布 放 ATM867 台 ， 覆 盖 北 京 所 有 郊 区 县 ， 有 效 填 补 了 偏 远 农

村 地 区 金 融 服 务 空 白 ， 解 决 了 京 郊 农 民 金 融 服 务 最 后 数 公 里 的

问题。

北京农商银行三农服务惠京郊
金融创新惠及16个区县 182个乡镇

·广告

北京农商银行员工为半身不遂的老人上门办理业务北京农商银行员工为半身不遂的老人上门办理业务

北京农商银行金融服务全面覆盖北京 182个乡镇

住在偏远地区的乡亲们通过“乡村便利

店”足不出村就可以办理各项金融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