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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一方面体现为总量
“稳”，两次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约2
万亿元，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另
一方表现为价格“降”，两次降低政
策利率，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
中有降。

又是一年“开年忙”。挑选、过
冰、打包、入库冷藏……正值年初订
单需求旺盛，福建锦裕发冷链发展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片火热景
象。企业刚刚在建行申请到了一笔
250 万元贷款，利率不到 3%，比
2024年降了近11%。

“随着国内消费市场不断升级，
冷链物流需求上升，行业迎来稳步
发展。越来越低的融资成本，让我
们‘轻装上阵’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企业负责人吴能顺说。

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
具，货币政策是信贷投放的“总闸
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2025年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
政策。

1月 3日至4日，中国人民银行
召开2025年工作会议，围绕实施适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一系列部署：

“择机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
金融总量稳定增长”“注重盘活存量
金融资源”……

“这些系统部署，为年初着手谋
划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
了具体指引。”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司司长邹澜表示，央行将综合运
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
充裕，引导金融机构深入挖掘有效
融资需求，同时将持续强化利率政
策执行，为促消费、扩投资创造有利
的利率环境。

精准有力 赋能经济高质
量发展

1 月 8日，中国人民银行、生态
环境部联合召开绿色金融服务美丽
中国建设工作推进会，首批 6家企
业与 6家银行当场签约，共计将获
得超130亿元融资支持。

实打实的举措，是金融支持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注脚。
镇江大东纸业3000万元、江苏

盐昇光电新材料3000万元、江苏联
博精密科技 2000 万元……元旦当
天，光大银行南京分行为 6家制造
业企业投放贷款共2.5亿元。

“我们在2024年底就已经制定
了今年的信贷投放计划，抓好‘首
日、首周、首旬、首月’时间节点，围
绕重大项目、重点领域，确保新年信
贷投放时效快、结构好。”光大银行
南京分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刘俊告
诉记者。

调研中，记者观察到，瞄准经济
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方向，先进制造、
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正在成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发力点。

数据显示，2024 年 11 月末，我
国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13.87 万
亿元，同比增长12.8%；专精特新企
业贷款余额 4.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2.21 万
亿元，同比增长14.3%。这些贷款增
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当前，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需要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特别是
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的活力。

开年第一天，扬州餐饮品牌老
土灶的第 13 家门店在网红街区皮
市街开业，生意十分火爆。

“随着消费复苏，多家店面的营
业额逐步攀升，我们趁势而上再开
新店。生意越做越大的背后，金融
的支持给了我们底气。”老土灶总经
理单霖表示，工行第一时间提供了
200万元贷款，用于门店日常经营。

从大项目到小生意，从工厂车间
到田间地头，金融“活水”润泽千行百
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动
力，离不开货币政策的“精准滴灌”。

近年来，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引导越来越多金融活水流入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自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设立以来，截至 2024 年底，银行与
企业已签订贷款合同金额超过

8000亿元。“还有1000个项目已达
成贷款合作意向，正在抓紧推进审
批授信。”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
司长彭立峰表示。

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明确了一系列
工作安排：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和技
术改造再贷款政策，加大工具支持
力度；优化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完
善绿色金融评估；提高普惠养老专
项再贷款资金使用效率，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对健康产业、养老产业和
银发经济的支持。

“围绕‘大力提振消费’这一今
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我们将适
时研究创新金融产品工具，进一步
加大对消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彭立峰说。

可以预计，在政策引导下，金融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会更
足、成色会更亮。

多方合力 破解融资痛点
难点

当前经济形势下，金融为经济
发展提供有力有效的支持，有着重
要意义。

不久前，济南品佳汽车电子有
限公司中标了一笔订单，原本令人
高兴的消息却让负责人贾秀强犯了
难：购置进口原材料急需的资金一
直没有着落。

受益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
工作机制的“千企万户大走访”活
动，企业融资需求受到关注，当地农
行及时提供了 100 万元的信用贷
款，解了贾秀强的燃眉之急。

长期以来，小微企业融资面临
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推动信贷
资金快速直达基层，金融监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支持小微
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搭建银企
精准对接的桥梁，成为破解小微企
业融资难的新探索新路径。

尽管成效明显，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仍面临不少难点堵点，值得
关注。

调研中，一些企业家、金融从业者
道出了不少期待解决的问题：间接融
资和直接融资不平衡不协调，耐心资
本不足、科创企业缺少全生命周期资
金支持，养老产业金融支持力度不
够，普惠金融有待扩面提质……

“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中国
经济，需要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金
融服务和产品。要完善金融有效支持
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打通融资堵点
难点，促进金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
同频共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
研究院副教授万晓莉表示。

围绕重点，瞄准痛点，一系列政策
“组合拳”正在持续发力。

202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
门出台养老金融发展“规划图”，从拓
宽银发经济融资渠道、健全金融保障
体系、夯实金融服务基础等方面提出
重点举措；

2025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用好用足支持资本市场的两项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探索常态化的制度安
排，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

1月 7日，《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
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外发
布，七大方面25条措施，众多企业尤
其是科创企业将迎来更丰富的融资
渠道。

与此同时，不断涌现的金融服务
新模式、新机制，正在为更多企业带
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在福建，通过银行的绿色审批通
道，一家新材料科技公司拿到1000万
元贷款，解决了流动资金难题；在山
东，受益于“火炬创新积分贷”创新产
品，一家生物产业公司成功购置新设
备，解决了产能受限问题；在广州，通
过知识产权质押综合授信方案，一家
专注低空经济的科技公司获得 1500
万元贷款，顺利扩大产能……

新年开新局，实干正当时。
神州大地上，金融“活水”润泽实

体经济沃土，将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添动力、增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
断展现新气象。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水”

（上接第一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表示，落
实这一要求，要从强化制度基础、紧
盯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统筹
协调和整体推进等多方面持续发
力，及时反映影响经济安全的苗头
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以高质量
审计监督护 航 经 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断提
高审计监督质效”，是进一步做好审
计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天津市南开区委书记、区委审
计委员会主任马珊珊说：“我们将
坚定不移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健
全完善、衔接配套，让问题发现在
早、处置在小，以强有力的审计监
督确保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
实见效。”

审计机关成立 40 多年来，自身
建设不断加强。此次接受表彰的全
国审计机关先进工作者、审计署驻兰
州特派员办事处资源环保审计处处
长裴文华深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
重要性。

“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加强自身建设’贯穿始终，筑牢理想
信念根基，厚植许党报国、执审为民
的境界情怀，通过强化专业学习和审
计实践锻炼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更
好锻造‘国家审计’金字招牌。”

正在审计项目现场开展工作的审
计署工作人员常子豪表示，要不断增
强自身本领，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查真
相、说实话、报实情，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作出审计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上接第一版）从不通电到全覆盖，受灾群众用上了更稳定的
电力。

11日下午，随着震中定日县措果乡塘仁村分散安置点的临时
发动机被卸下，至此，震中区域安置点全部接通市电。

“除接通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帐篷外，我们陆续接通了不断新
增的分散安置帐篷、新建板房、各个救援单位的作业点、就医点以
及公共设施。”正在震中抢险的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一线负责
人说。

电来了，网也通了。截至11日晚，定日县古荣村、定结县乃
村等多个临时安置点，村民们看上了网络电视。在古荣村的活动
板房还实现了Wi-Fi全覆盖。孩子们围坐一起，纷纷要求播放
电影。

住得温暖，也要吃得安心。记者在多个受灾点看到，政府发
放的物资早已从最初的方便面、面包等应急食品，变成了米面油、
牛羊肉和蔬菜等日常食物。

“随着安置工作的推进，受灾群众对生活的需求出现了新变
化，考虑到当地群众的饮食习惯，我们送去了盐巴、茶叶、酥油和牛
羊肉，更好地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定结县委书记陶明君说。

定日县县域平均海拔4500米，让受灾群众顿顿吃上热乎饭
菜并不容易。在定日县措果乡的安置帐篷里，记者看到，村民们
已经用上了新式的高原炊具，可以克服气压低、水的沸点低等
问题。

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更多力量正在汇集：国家防灾减灾
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迅速向灾区调拨棉帐篷、棉衣被、
折叠床等4.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相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调运电
热毯、取暖炉、棉被、棉衣、毛毯等物资7.3万件；爱心企业、基金会等向灾区援
助御寒保暖物资、老人儿童用品等35万件救灾物资……

信心与希望，正在雪域高原汇聚。
（新华社拉萨1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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