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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总体目标为保量稳价优结构

普惠信贷更好满足多样化需求
本报北京 3 月 31 日讯（记者王宝会）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做

好 2024 年普惠信贷工作的通知》。专家

表示，《通知》旨在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

涉农经营主体及重点帮扶群体多样化的

金融需求，进一步擦亮普惠金融工作为民

服务的底色。

当前经济正经历波浪式复苏，中小微

企业、涉农经营主体等仍面临较大经营压

力，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这些主体的支

持力度，助力经济加快恢复。金融监管总

局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

动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深化对小微企业、

涉农经营主体及重点帮扶群体金融服务，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29.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27%，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13.13 个百分

点。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12.5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34%，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10.2

个百分点。832 个脱贫县各项贷款余额

1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7%；160 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各项贷款余额 1.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5.8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惠金融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普惠信贷工作

要立足于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牢牢

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深化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资源

配置，形成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普

惠信贷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小微企业、涉

农经营主体及重点帮扶群体多样化的金

融需求。

对此，《通知》明确了 2024 年普惠信

贷总体目标，即保量、稳价、优结构。一是

保量，即保持普惠信贷支持力度，分领域

提出小微企业、涉农主体、脱贫地区贷款

增长目标。二是稳价，即稳定信贷服务价

格，指导银行加强贷款定价管理，合理确

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利率水

平，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三是优

结构，即优化信贷结构。增强对小微企业

法人服务能力，加大首贷、续贷投放，积极

开发小额信用贷款产品，推广随借随还的

循环贷模式。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表示，

这是金融监管总局首次提出“普惠信贷”

的概念，既服务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经

营主体，也服务个体工商户、脱贫户、特定

群体等人民群众。在“保量、稳价、优结

构”的目标指引下，普惠信贷体系建设有

节奏、有方向、有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普惠信贷主体的

商业银行要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服务质

效。《通知》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通过

单列信贷计划、绩效考核倾斜、内部资金

转移定价优惠等方式，保持普惠信贷业务

资源投入力度。

普惠信贷投放面临较大的风险和挑

战，如何打消银行业机构的后顾之忧？《通

知》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细化对普惠

信贷条线不同岗位、不同贷款产品的尽职

免责标准及程序，提高可操作性。业内人

士认为，银行业机构要充分落实落细尽职

免责制度，明确尽职免责各环节机制流

程，提升责任认定效率，注重免责实效，解

除尽责人员的后顾之忧。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

究室主任李广子表示，规范普惠信贷业务

发展需要把握好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普

惠信贷针对的是信用等级相对较低的普

惠群体，整体风险偏高，因此，提高风险容

忍度、推动尽职免责制度真正落地对于促

进普惠信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

面，发展普惠信贷也需要兼顾商业可持续

原则，要在业务拓展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

把握好平衡。

合力化解加装电梯难题

曹

松

数据显示，去年

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 5.3 万个，加

装电梯 3.6 万部。这

是小切口改善大民生

的代表性工程。

老 旧 小 区 加 装

电 梯 ，是 民 生 所

盼 ，做 起 来 并 非 易

事 。 首 先 ，统 一 意

见有难度，一二楼业

主 担 心 加 装 电 梯 会

影 响 房 屋 质 量 、采

光 、通 风 和 隐 私 等 。

其次，筹措资金有难

度 。 尽 管 各 地 政 府

有补助，但绝大部分

资 金 需 要 业 主 自 掏

腰包，不同楼层业主

对 费 用 分 摊 也 会 有

分歧。再次，加装过

程 有 难 度 。 即 使 业

主 全 部 达 成 一 致 意

见，施工中还要考虑

空间限制、建筑结构、电力条件等

实际因素。

因此，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要持

续 稳 步 推 进 。 楼 上 楼

下、左邻右舍因利益不

同，支持和反对各有诉

求 ，统 一 意 见 是 第 一

步。可依据《民法典》相

关规定，完善加装电梯

相关法规和实施办法，

为居民提供法律保障。

面对不菲的安装费

用，一些居民可能会有

负 担 。 要 探 索 政 府 补

贴 、社 区 基 金 、居 民 共

摊、企业先期垫资等多

种组合筹措方式。各楼

层居民可参考成功案例

确定出资比例，对于确

受影响的低楼层住户，

也要协商适当补偿，保

障其合法利益。

加 装 电 梯 可 提 高

老 旧 小 区 居 住 人 群 的

获 得 感 和 幸 福 感 。 在

政 府 部 门 牵 头 下 ，社

区、业主、物业、企业多

方 应 共 谋 共 商 ，达 到 利 益 最 大

化，争取干一件成一件，让加装电

梯不再“上下为难”。

报告显示：

我 国 在 五 大 领 域 高 质 量 发 展 成 绩 显 著
本报北京 3 月 31 日讯（记者

孙昌岳）《大国复利：中国高质量发

展与 2035 年趋势畅想》五国合作

智库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 31 日

在北京举行。报告显示，近几年来

我国在新民生、新消费、新制造、新

基建、新服务五大领域的高质量发

展成果显著。

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联合来自美国、俄罗斯、

加拿大、印度的合作智库共同发

布。报告认为，复利是财富创造、

资产增值的利器，大国复利具有收

益稳定性、长期积累性和可持续性

三大特征，能长期推动国家经济增

长和繁荣。中国式现代化的“复利

式”发展动能集中体现为创新驱

动 、深 化 改 革 、扩 大 开 放 和 绿 色

发展。

报告通过详尽数据展示了我

国在五大领域取得的成果，具体表

现为：乡村生活火热、城市绿地变

多等十大新民生变化丰富居民日

常生活，新场景和新模式助力数

字、健康、绿色等新消费崛起，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制造提高

“制造强国”成色，新基建集中发力

改善民生，新质生产力支撑下的新

服 务 成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关 键 驱

动力。

我国每万人口拥有高价值发明专利 11.8 件
本报北京 3 月 31 日讯（记者

佘颖）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举行新

闻发布会透露，截至 2023 年末，我

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到 11.8 件，较“十三五”末提高

5.5 件，有望在今年提前实现预期

目标。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高

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6.5 万

件 ，“ 十 四 五 ”以 来 年 均 增 长

23.3%。2022 年，专利密集型产业

增加值达到 15.32 万亿元，“十四

五”以来年均增长 12.4%，占 GDP

比重达到 12.7%，以不足全社会 7%

的就业人员，贡献了全国 1/8 以上

的 GDP。2022 年，版权产业增加

值达到 8.97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达到 7.41%。

目前，“十四五”知识产权规

划 指 标 进 展 总 体 符 合 预 期 。 其

中，4 项指标已提前实现，分别是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知

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知

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和知识产

权民事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2 项

指标进展快于预期，分别是每万

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和专

利 密 集 型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重。

充分征求意见，多方同向发力——

各 地 稳 步 推 进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本报记者 韩秉志 王胜强 杨开新

近年来，中央持续加大对老旧小区改

造的支持力度，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更

多倾斜。各地各部门积极响应，结合实际

情况，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改善居住生活条件

干净整洁的路面、错落有致的树木⋯⋯

在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建华南路社区街里

小区，处处洋溢着温馨的生活气息。

“之前小区环境乱，无物业管理，房前

屋后违建多，下点小雨路面都积水。”建华

南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姜向国回忆说。该小

区建于 1970 年，2022 年列入莲池区老旧小

区改造清单。保定市多次召开群众座谈

会，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基础上重点在修

缮小区道路、增加停车位和绿化带、改造上

下水等方面下功夫。

北京市昌平区城南街道昌盛园社区

占地 26 公顷，40 栋楼曾被分成 36 个独立

小院，围墙林立。由于管理失序、私搭乱

建等问题，小区曾长期成为基层治理的难

点。小区居民肖春凤回忆说：“过去，我到

最近的菜市场买菜需要步行 20 分钟。小

区内别说停车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如今，老人们在树下打牌聊天，孩子们

在游乐空间快乐奔跑，滑梯长椅、雨水花

园、健身步道等一应俱全。在 2023 年 9 月

举行的第二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上，昌盛

园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荣获北京城市更

新最佳实践项目。昌平区将这一短时间、

低成本、可持续的老旧小区改造模式提炼

为“昌盛模式”。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紫园二区

建于 1997 年，供水、排水、供暖管线老化，

住宅楼存在冬季不保温、夏季不隔热、雨天

不隔水等问题。

“过去一到雨天我们就发愁，院子里

水坑多，家里屋顶还漏水，实在是闹心。”

小 区 居 民 马 富 安 的 烦 心 事 已 经 得 到 解

决。经过前期调研摸底，去年 2 月份，一

场从里到外的翻新改造正式开始。从燃

气、供水等管线管道，到住宅外墙、屋顶的

保温防水设施，再到小区内绿化、照明、充

电桩、健身器材等基础设施，金凤区“一楼

一策”研究改造方案，令老旧小区旧貌换

新颜。

群众满意作为标准

老旧小区“改不改、怎么改、改得好不

好”由群众说了算。为方便群众参与，推动

改造工作高质量开展，河北省统一制发《老

旧小区改造征求意愿表》，将基础类、完善

类、提升类等三方面 40 余项改造内容细化

成“菜单”，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为居民提供“点菜式”征求改造内容意愿

服务。

对收集的居民意见建议，由“河北老旧

小区改造”微信公众号反映到属地相关部

门及时核实处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近年来，每个纳入改造范围的小区居

民改造意愿征求率均超过 85%。

“我们邀请居民代表参与改造方案制

定、施工过程管理、工程质量监督、联合竣

工验收等关键环节，充分听取居民意见，全

程监督改造过程，建立政府统筹组织、部门

协调指导、街道具体实施、社区协同推进、

居民全程参与的老旧小区改造良性运行机

制。”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

监管处处长徐华忠说。

昌平区城南街道社区建设办公室副主

任、昌盛园社区党委书记张琪告诉记者，社

区建立居民议事厅，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建

设，引入统一管理，解决了物业管理水平不

高的问题。

“我们坚持全龄友好、幸福共享原则，

将 专 业 设 计 与 居 民 点 单 相 结 合 ，把 座 谈

会、共商共治墙、入户征集到的居民意见

融 入 设 计 方 案 ，确 保 改 造 真 正 改 到 居 民

‘心坎上’。”张琪表示，随着物业服务品质

持续提升，居民逐步养成付费享受服务的

消费习惯。过去两年，物业收费率从 10%

增长至 70%，实现社区治理良性循环。

昌平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老旧小区改造

专班负责人庞继业介绍说，2024 年，昌平

区将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已立项的 90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将于年内全部实现

开工。

齐心协力共治共享

环境美了，管理也得跟上。金凤区坚

持在一线问计于民，将“社区代管”转变为

“居民自管”“多方共管”，以连片打包“红色

物业”管理模式解决老旧小区“小散乱”等

问题。

“社区建立了食堂和活动室，我们的

幸福感越来越强！”金凤区中强巷社区居

民秦有福说，社区聚焦为民、便民、安

民，构建起党支部、社区居委会、物业

企 业 、 业 主 委 员 会 同 向 发 力 的 治 理 新

格局。

据统计，金凤区 2023 年共实施 16 个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项 目 ，涉 及 74 栋 住 宅 楼

33.32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3535 户。金凤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负责人表示，将

通过精准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消除安全

隐 患 ，实 现 老 旧 小 区“ 里 子 ”“ 面 子 ”齐

提升。

以绣花功夫实现社区善治。2023 年，

昌平区将“昌盛模式”延伸拓展，推动街区

整体环境联动更新，居民、商户、小区、商业

实现融合共生，逐步形成社会、社区、居民

共创共建的新路径。

城 南 街 道 工 委 书 记 李 建 忠 介 绍 ，城

南街道创造性将“昌盛模式”推广至介山

路改造中，通过成立“商居同盟”，组织商

户、居民、产权方、设计公司、行政管理部

门 等 多 个 主 体 在 同 一 平 台 对 话 ，群 策 群

力、统一思想，将专业设计理念与商户、

居 民 需 求 相 呼 应 ，实 现 街 区 立 面 统 一 风

格、商户店个性化设计、居民生活需求有

效满足。

富民产业建在家门口

本报记者

童

政

仲春时节，记者走进广西忻城县思

练镇加豪村马台屯，只见静谧的山坳里，

房屋整齐排列。村居左侧是一个养殖

场，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悠闲地在牛

舍里嚼食草料。

如今的马台屯，是村民易地搬迁集

中安置点。6 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各自

散居在后方半山腰上。“那时，村民居住

和生产条件差，不仅路不通，还缺水，考

虑到当地有养牛的传统，有一定产业基

础，我们决定带领村民‘下山’。”加豪村

党总支书记宋凌云说。

从半山腰搬到山脚后，村民生活条件

改善，养牛产业也朝着标准化、规模化方

向发展。为了实现“搬得出、住得下、能致

富”目标，安置点为每家每户建设了一间

牛舍。在党支部和党员的带动下，肉牛养

殖产业规模扩大到350多头。

在村民杨小益的家里，她向记者展

示了手机上安装的用于找牛的 GPS 定

位系统。“以前住在山上，养牛非常不方

便，家里面弄得又臭又脏。现在不仅为

我们配建牛舍，还给我提供了 5 万元养

牛贷款。”杨小益说。

村里大部分贫困户通过养殖肉牛顺

利脱贫，有了稳定收入，“钱袋子”慢慢鼓

起来了。“为了克服地少的限制，这几年

我们开始向外发展，把集体养殖模式复

制到别的村屯。目前已建设 3 个养殖

场，还建了甘蔗种植基地，让种养产业成为易地搬迁群众稳定增收的

项目。”宋凌云说。

除了在安置点发展产业，忻城县还通过招商引资，让搬迁群众就

近就业，实现稳定增收。裁剪缝纫、打胶折边、剪线包装⋯⋯在思练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鸿源小区 2 号标准厂房内，工人正忙着加工

皮包手袋，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县里引进皮具加工、螺蛳粉、服饰、床

垫、运动器材等生产企业，让搬迁户 500 多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鸿

源社区驻村第一书记莫会萍说。

截至今年 2 月底，全县已有 38 家企业进驻就业帮扶车间，大力扶

持搬迁群众就业创业、发展产业，同时强化粤桂协作劳务输出，共帮

助 4771 户、10477 人就业，务工占比 98.91%，实现有劳动能力且有就

业意愿的搬迁户至少每户一人就业的目标。

3 月 31 日 ，天 津 市

滨海新区，中国铁建大

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 建 的 空 客 天 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

项目——209 总装厂房

基础施工顺利完成，转

入主体施工阶段。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