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作出了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部署，强调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跨越关口的迫切
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
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两会期
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江西
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始终坚持创新引领，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江西特色现
代化经济体系，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
代化江西奠定坚实基础。

鹿心社代表说，江西正处于创新发
展、动能转换的重要窗口期，进入由要素
推动到创新驱动转变、由量的积累到量
质双升转变的新阶段，朝着高质量发展
迈进。2017年江西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
元，产业结构出现“农业比重降到10%以
下、服务业增加值超过工业比重”两个转
折性变化，新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

鹿心社代表表示，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
提升江西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根本路
径，是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的
重要内容。

振兴实体经济筑根基。江西将以提

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加大企业
帮扶力度，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精
准深入推进“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
最大限度为企业减轻负担。大力发展现
代金融，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提升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鼓励引导企
业加强管理，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大
力实施品牌创建工程，促进企业提质增
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工业
强省战略，启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工
程，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传统产业
优化升级，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迈向
中高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
业，在现代旅游、共享经济、绿色食品等
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大力弘扬企业家精
神，实施优秀企业家成长计划。

建设创新江西强支撑。江西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江
西，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为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提供战略支撑。提升产业创新
能力，实施创新驱动“5511”工程倍增计
划和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工程，聚焦电
子信息、航空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
材料等新兴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引领
产业发展升级。激发创新发展活力，加
快健全产学研用创新体系，加强企业与
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组建一批科技协同
创新体，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
经济深度融合，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发展活力。加强
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开展全社会研发投
入攻坚行动，建设一批高水平的重点实
验室、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等研发平台。

深化改革开放增动力。江西将以改
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系统谋划推进新

一轮改革开放，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注入新的动力。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切实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坚决淘
汰钢铁、煤炭落后产能。加快补齐民生
事业、公共服务等短板，增强人民群众改
革获得感。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深化

“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全面推行“证照分离”和“一次不
跑”改革，切实提高为企业和群众服务的
效能。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大力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深化财税、价格、投融资等改革，加快构
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制。全面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
出去”并重，深入实施内陆双向开放升
级、招商引资升级、对外贸易升级、开放
平台升级“四大行动”，促进开放型经济
升级发展。

优化区域格局促协调。江西将深入
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切实增强发展的协调性。提升区
域板块竞争力。优化完善“龙头昂起、两
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区域发展
格局。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构建
南昌大都市区，统筹建设省域副中心城
市，大力推进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建设，
形成各具特色、宜居宜业的城市协调发
展格局。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打造一批
中心城镇、特色小镇，提高新型城镇化质
量。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着力推动农业“稳粮、优供、增
效”、农村“整洁美丽、和谐宜居”、农民

“脱贫、致富、文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

加快构建江西特色现代化经济体系
——访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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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是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的区域中心城
市，也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城
市，京九与陇海铁路的交会处，构成了内陆中部的
黄金‘十字’交通网络。”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商丘市
市长张建慧告诉记者。

张建慧代表表示，商丘未来的发展定位是“中
原地区综合枢纽”，就是发挥商丘市在中原城市群
发展中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作用，加快商丘交通
网络、客货运枢纽、物流节点设施、产业园区、公共

服务平台等基础平台建设，完善交通与物流服务体
系、产业服务体系、交易结算等服务平台建设。

张建慧代表说，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要求商丘市
搭建外向型产业平台，不断发展国际物流和外向型产
业，全面推动商丘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一步，商
丘市将努力实现枢纽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产业的集聚
和发展，形成与枢纽地位相匹配的产业体系和经济规
模，走出一条内陆地区通过发展枢纽经济实现经济社
会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径。”张建慧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牡丹江市市长高岩说，
近年来牡丹江始终保持全省、全国对俄经贸第一大
市地位。2017年，牡丹江市积极融入“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沿边开放桥头堡
作用进一步增强。

高岩代表说，牡丹江要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落实黑龙江省“打造一个窗口、建设四个
区”的发展定位，加快构筑全面开放新格局。举全市
之力支持绥东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重点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总投资5200多万元的两大基

础设施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牡丹江保税物流中心
（B型）正式运营，并在此基础上争建牡丹江综合保
税区、跨境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绥芬河集疏运口
岸中心，推动“哈绥符釜”陆海联运规范运营，畅通集
铁路、公路、航空于一体的国际经贸大通道；建设牡
丹江物流园区，统筹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推进华
晟物流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提升内陆港保税及
仓储功能，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国际交通节
点和国际物流集散枢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
展壮大食品深加工、石化煤化、轻工建材等产业。

马鞍山市是安徽省东向发展的桥头堡。全国
人大代表、马鞍山市市长左俊表示，马鞍山市深入实
施开放带动战略，特别是被正式纳入长三角城市群
以后，先后出台了对接苏浙沪全面融入长三角等一
揽子政策意见，积极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左俊代表表示，马鞍山市全力打造优质承接产
业转移平台，目前拥有国家级经开区1个、国家级高
新区1个、综合保税区1个，还有一批省级特色开发
园区。同时，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积极推
行“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服务，实行“微笑服

务”“保姆式服务”，努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马鞍山港是长江内河十大港口之一，年吞吐量

超亿吨，已开通通往国外多个国家的直达航班。马
鞍山市立足港口岸线资源，坚持“以港兴市”，打造

“口岸+产业+市场”一体化的口岸经济区。特别是
正在全力建设的郑蒲港新区拥有安徽江北地区唯
一的万吨级深水良港，马鞍山将加强港口基础设施
和集疏运体系建设，与省内及中西部地区共建无水
港，努力将郑蒲港打造成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港、
安徽江海联运枢纽港以及沿海国际大港的喂给港。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商丘市市长张建慧：

走出枢纽经济发展新路径
本报记者 夏先清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牡丹江市市长高岩：

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本报记者 倪伟龄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马鞍山市市长左俊：

打造一体化口岸经济区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文 晶

2017 年，中国农业银行深入学习、坚决

贯彻中央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关于脱贫攻坚的

决策部署，以更强的决心、更大的力度、更实

的举措，全力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全年贫

困地区各项贷款增量、精准扶贫贷款增量均达

到历史新高。

贫困地区贷款投放力度加大

2017年，农业银行在832个国家扶贫重点

县累计投放各项贷款3718亿元，同比多增367

亿元；截至2017年末贷款余额8151亿元，比

年初增加 1107 亿元，同比多增 187 亿元，增

幅15.7%。其中在“三区三州”贷款余额1688

亿元，比年初增长14.3%，重点支持了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主导产业、民生工程等区域发展

和脱贫攻坚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金融服务脱贫的精准度明显提高

2017 年，农业银行结合脱贫攻坚实际，

创新精准扶贫产品 12 个，累计投放精准扶贫

贷款1729亿元 （人民银行口径），累计服务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49 万人；截至 2017 年

末，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2878 亿元，比年初增

加844亿元，增幅41.5%，服务带动贫困人口

665万人，比年初增加105万人。其中在“三

区三州”扶贫开发重点县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558亿元，服务带动贫困人口90万人。设立精

准扶贫产业基金2支，审批金额34亿元。

典型扶贫模式得到广泛推广

农业银行大力推广了“政府增信+银政共

管”、支持特色产业带动、支持光伏扶贫工程

带动等商业可持续金融扶贫模式，截至 2017

年末，“政府增信+银政共管”模式已推广到中

西部地区17家一级分行、1366家支行，光伏

扶贫贷款余额达25亿元，在33个国家扶贫重

点县启动了“百优特色产区专项行动”。截至

2017 年末，农业银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贷款

余额 222 亿元，比年初增长 36%，直接支持

123万贫困人口生产发展；产业类精准扶贫贷

款余额794亿元，比年初增长50.7%，带动51

万贫困人口增收。

基础金融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在贫困地区着力打造“物理网点+自助银

行+惠农金融服务点+互联网服务平台”四位

一体的金融服务渠道。截至 2017 年末，惠农

金融服务点在83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的乡镇覆

盖率达97.9%、行政村覆盖率达60.9%，加载

了存贷汇、跨行取款、跨行转账等服务功能，

代理了新农合、涉农财政补贴、农村公共事业

代收费等项目，积极为贫困人口提供便捷金融

服务。在贫困地区加快建设“惠农e商”电商

平台，率先成为与国家商务相关部门“电商扶

贫频道”对接的商业银行，积极打造贫困地区

特色产品网上销售通道。

定点扶贫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

2017 年 ， 农 业

银行在4个定点扶贫

县和阜平县 （享受

全行定点扶贫政策）

累计投放贷款 46.2 亿

元，年末贷款余额78.1

亿 元 ， 比 年 初 增 长

58.1%，其中精准扶贫贷款

余额 29.3 亿元，服务带动贫困

人口2.2万人；拨付帮扶资金2720万元，规划

实施精准帮扶项目 34 个，实施“抓党建促脱

贫”项目 20 个，举办培训班 34 期，共有

20851名贫困人口直接受益。4个定点扶贫县

和阜平县全年共有6.6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

人口数量比年初下降了37.8%，其中秀山县已

率先脱贫摘帽。

下一步，农业银行将以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为基本方略，紧紧围绕贫困地区、贫困

人口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金融需求，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聚焦金融精准扶贫、深

度贫困地区扶贫、定点扶贫三大重点，进一

步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完善组织推进机制，

强化扶贫领域作风建设，乘势而上，再接再

厉，确保贷款投放更加有力、金融服务更加

精准、减贫成效更加显著，力争到 2020 年

在 832 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各项贷款余额突破

1 万亿元，精准扶贫贷款余额突破 4000 亿

元。

·广告

中国农业银行加大脱贫攻坚金融服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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