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日 ，省 级 重 点 项

目南安市武荣大桥施工

现场，建设者正有序作

业。该项目连接霞美镇

滨江大道和泉州动车站

站前东西大道，是泉州

“聚城畅通”项目，也是

晋江上游重要的跨江通

道。项目全长 2.19 公里，

其中主桥长 1.14 公里，

主 车 道 采 用 双 向 6 车

道，总投资 9.4 亿元。目

前，项目主线桥桩基、主

线桥承台、主线桥墩柱、

匝 道 桥 桩 都 已 100%完

成，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李想 黄瑜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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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6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奥

里萨邦列车脱轨相撞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分别向印度总统

穆尔穆、总理莫迪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奥里萨邦发生列车脱轨相撞事故，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

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希望伤者

早日康复。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莫迪致慰问电。

习近平就印度奥里萨邦列车脱轨相撞事故
向印度总统穆尔穆、总理莫迪致慰问电

本报讯（记者 李向娟） 2 日上

午，泉州市中心市区城建总指挥部、泉

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泉州

市石化产业指挥部正式揭牌成立，意

味着泉州“一湾两翼”城市发展迎来高

效协同、全面推进新阶段。活动现场，

总投资超 520亿元的 20个优质项目集

中签约，6 个项目集中开工，打响了聚

力攻坚“发令枪”。

按照“一湾两翼”城市格局，泉州

市将统筹资源，整合优势，在环泉州

湾做大做强中心市区，在南翼环围头

湾打造两岸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在

北翼环湄洲湾建设世界级绿色石化

基地，锻造泉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

增长极。

加快中心市区集聚发展，是提升

泉州城市能级的关键支撑。泉州中心

市区城建总指挥部将按照“一年重点

突破、两年全面铺开、三年成势见效”

的总体目标，统筹城市建设和产业发

展，统筹古城提质和新城聚集，坚持高

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高水平管理、

高效益运营，建成一批重大工程、招引

一批重大项目，推动“强产业”与“兴城

市”良性循环，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城

市建设方面，突出古城新城一起抓，统

筹各片区重大功能布局、重大项目时

序安排，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环湾核心区域城市

形象。产业发展方面，聚焦发展金融业、

数字经济、文旅经济、高端酒店群等，组

建招商团队开展精准招商，吸引落地一

批高质量、引爆性好项目大项目。

泉州南翼区域毗邻厦门、东望金

门，陆域面积 605 平方公里，是泉州

“一湾两翼三带”城市总体空间布局的

重要组成部分。泉州将用好海峡两岸

集成电路产业合作试验区、新能源产

业创新示范区等国家级牌子，统筹做

好两岸融合发展、高新区扩容、闽西南

协同发展区建设等，把南翼区域建设

成为高质量发展新高地、科技初创型

企业首选地、“产、城、人、境”融合新

区、滨海生态科技文化城，致力打造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关键节点、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级临空临

港资源要素配置战略窗口。

为推进南翼建设，泉州将聚焦半

导体和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新

一代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健康等

领域，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推动 500 强、行业龙头和“小巨人”“瞪

羚”“独角兽”等高新企业集聚，积极抢

占高科技新赛道。

石化产业是泉州九大千亿产业集

群之一。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泉州已

建成外部条件优越、公用配套齐全、项

目承载力较强的湄洲湾（泉港、泉惠）

石化基地；泉港、泉惠石化园区双双入

选中国化工园区 30 强，综合实力位居

全国前列。

随着中国化学、国亨化学、百宏石

化、宇极等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

的产业链关键项目引进落地，联合石

化和中化炼化一体化及中仑、博纯等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建成投产，泉州石

化产业迈出腾飞步伐，与纺织鞋服、轻

工民生产业有机融合，“油头—化身—

轻纺尾”产业链雏形初现，带动全市石

化产值朝着万亿规模前进。

（下转第六版）

南翼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北翼建设世界级绿色石化基地，做大做强中心市区

泉州打造“一湾两翼”重要增长极

在涉农金融领域，一直存在“两

头难”问题：一头是农民贷款难、贷款

贵；一头是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

如何让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流向最

需要它的地方？

福 建 发 挥 政 策 指 挥 棒 作 用 ，引

导 金 融 资 源 向 农 业 农 村 倾 斜 ，汇 聚

政府、银行、担保、保险等多方合力，

共 同 破 解 金 融 支 农 惠 农 的“ 硬 梗

阻 ”。截 至 去 年 底 ，全 省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7%，占各

项贷款 2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2 个百分点。

引流向，指挥棒精准向农

春耕收官，长汀县河田镇农机大

户傅木清，又投入中稻工厂化育秧。

傅 木 清 的 合 作 社 现 有 300 多 台

（套）农机具，每年能为 4 万多亩耕地

提 供 耕 种 防 收 全 程 机 械 化 服 务 。今

年，他还花 10 多万元购置了全省首台

有序抛秧机。但作为新产品，有序抛

秧机暂时还未列入农机具补贴目录。

农 忙 时 节 ，正 是 资 金 需 求 最 大 的 时

候，傅木清感到有点捉襟见肘。

一款专属信贷产品，带来了“及时

雨”。

今年 3 月，省农业农村厅与兴业

银行联合推出“兴业惠粮贷”，面向全

省粮食从业者，提供最高 500 万元的

信用额度。不久前，傅木清申请了龙岩

首笔“惠粮贷”。贷款不仅“秒达”，利率

还低至 3.65%。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资金需求巨

大。现实情况却是，农业投入大、周期

长、风险高，经营主体普遍缺抵押、少

担保。出于风险和收益考量，金融机构

“惧贷”“惜贷”在所难免。

如何引导更多金融资本投向乡村

振兴领域？关键在于发挥政策指挥棒

的作用。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健全乡

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完善金融机构

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推

动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保持涉

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福建用足用好再贷款、

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持续调动涉

农信贷投放积极性。

政策指挥棒，正引导金融活水流

向乡村振兴的方向，精准“滴灌”重点

领域、薄弱环节、重要对象——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

事，也是金融支农的头等大事。政银联

袂推出的“惠粮贷”，正是金融支持粮

食生产的最新力作。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福林贷”“黄鱼贷”“茶易贷”“枇杷

气象指数保险”“设施蛋鸭养殖保险”

“太子参价格保险”……在福建，几乎

每一种“土特产”都有一款专属金融产

品。截至 2022 年末，全省乡村十大特

色产业贷款余额 1738.22亿元，比年初

增长 32.86%。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福建

对脱贫户与边缘易致贫户 5 万元以下

贷款实行免担保免抵押，并在过渡期

内全额贴息。截至目前，全省累计为

6.69 万 户 脱 贫 人 口 发 放 小 额 贷 款

47.44亿元。

指挥棒引领金融活水精准向农，

同时也撬动现代农业绿色化转型。

去年 5 月，全国首个农业碳汇交

易平台在厦门落地，发放全国首批农

业碳票。随后，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

白交祠村的三家农户，凭借手中碳票，

获得了厦门农商银行莲花支行发放的

“乡村振兴碳汇贷”，共计 50万元。

在福建，“空气”也能贷到钱，早已

不是新鲜事。林票贷、农业碳票贷、“绿

色评分卡”等绿色金融产品，正“贷”动

农业农村逐“绿”前行。

畅渠道，汇聚多方合力

流向确定了，但金融之水要真正抵

达目的地，中间还有不少“硬梗阻”——

信息不对称，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不完

善、缺乏有效抵押物，风险分担和补偿

机制不健全等。 （下转第二版）

金融活水，流向乡村最需要的地方
□本报记者 张辉

资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可或

缺的要素。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做大

做强“土特产”文章，都需要投入真金

白银。要改变过度依赖财政资金投入

的格局，用市场的逻辑谋事，用资本的

力量干事，构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

点倾斜、社会资本积极投入的多元投

入机制。

经营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信

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的担保物与抵押

物，信用体系不健全……传统农业的

天然属性，曾是横亘在农业农村与金

融资源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破解金融下乡难题，必须找准并

破解这些堵点、痛点和难点。

基于农业农村的特殊背景，不能

一味用纯商业化的思维去解决问题，

应当明确农村金融产品的准公益性与

普惠性。通过政策撬动，引导更多资源

优先投入“三农”领域。更重要的是，要

改变过去金融机构各自为政、金融服

务碎片化局面。汇聚政府、银行、保险、

担保、基金等多元合力，在多方联动中

共同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统筹政策、市

场、金融资源，综合运用产业、财税、金

融政策，形成集成化的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模式。

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拓展农村金

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引领农业农村

现代化进程。

记者手记>>>

汇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合力
□张 辉

海洋碳汇有了“身份证”

全国首张蓝色碳票在福州颁发
2版 要闻

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如何传承

赓续？

一个民族绵延不绝的悠久文明，如何发扬

光大？

带着这样的深邃思考，6月1日至2日，习近平

总书记专程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

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

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

面系统深入阐述，发出振奋人心的号召——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和成立中国历史研

究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

“这两个馆，两年来我一直都想去看看，但

都没有找到机会。这次下定决心，用两个半天

的时间，走一走、看一看。”习近平总书记说。

1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来到离北京

中心城区约 40 公里的燕山脚下，考察中国国家

版本馆中央总馆。

这里原是一处废弃的采石场。经过生态修复，

一片气势恢弘的仿古建筑群依山就势兴建起来。

“国家版本馆是我亲自批准的建设项目，一

直非常关注。”总书记举目环视，微笑着说，“坐落

在山水之间，中国古典建筑看起来很舒服。”

步入文华堂，绕过大屏风，迎面是国家级

版本陈列殿堂——国家书房。四周 15 组巨型书

柜，陈列着近 3 万册新中国精品出版物，营造出

中国风格的藏书空间。

总书记走近书柜，仔细观摩，一套《宋画全

集》吸引了他的目光。

“这是我在浙江工作时候，浙江大学张曦负责

的项目。先是编纂《宋画全集》，后来又扩展到‘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不仅在浙江当地，还和海内外

广泛合作。”总书记回忆道。

当年，正是在习近平同志亲力推动、全程支

持下，历时 10余年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

代绘画大系”顺利出版，将穿越千年的丹青、散落

全球的国宝汇聚一堂，生动呈现赫赫先秦、大汉

雄风、盛唐气象、典雅宋韵、元明清风采。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总书记的目光望向国家书房顶部中央藻

井内的星空穹顶。穹顶上是一幅宋代石刻天文

图，图上标注着古人观测的恒星位置，星汉灿

烂、浩渺深邃。

“选用这幅图案，传递着中国国家版本馆中

央总馆‘文瀚阁’的寓意：中华文明如星空般浩瀚

璀璨。”听着讲解员的说明，总书记不时点头。

版本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媒

介，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欣欣向荣的表征和见

证。在文华堂二层，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斯文在

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

商王武丁时期的“四方风”甲骨刻辞、宋刻

本《棠湖诗稿》、宋拓本《西楼苏帖》、唐写本《妙

法莲华经》……一件件珍贵的甲骨、简牍、古籍

文献、雕版拓片等，无不昭示着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渊综。

习近平总书记不时驻足察看，询问有关情况。

“这是一件发挥着重要政治功用的古籍版本——明代蓝格抄本《使琉球录》，它是

记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版图的早期版本著述。书中这样记录：十日……过

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在明

抄本《使琉球录》展品前，工作人员详细介绍。

“我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馆、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渊源很深，

当时还有闽人三十六姓入琉球。”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典籍、版本的搜集整理工作，

把中华文明传承好、发展好。

文华堂内，另一项专题展览——“版本琳琅”，展示着中国当代出版精品和特色版本。

指着展台里不同版本的《新华字典》，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这几个版本我都用过。”

已经略微泛黄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版本的《新华字典》，勾起了总书记的思绪：

“那时候去陕北插队，在地里干活时我兜里就揣着一本《新华字典》，休息时就拿

出来翻两页，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一个字有几种发音、有几个意思，怎么用字用词

才是准确的。我们写文章，一下子用五六个排比句、五六个成语就好吗？不一定，关键

是要从中选出一个最准确的、最好的词，而不是‘抖书包’、‘掉书袋’。”

年画、连环画和宣传画是国家版本馆的特色馆藏。

“这些小人书都是全套的，我小时候都翻烂了，《岳母刺字》《牛头山》《枪挑小梁

王》《双枪陆文龙》《小商河》……”总书记如数家珍，“这些小人书很有教育意义，画小

人书的人功夫也深，都是大家。”

新中国成立后，“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青春之

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经典红色作品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总书记仔细观看这些作品的手稿及图书版本，感慨地说：“这些书当年都看过，

激励了多少人啊。这些优秀的老作品、老片子，现在也应该拿出来看一看、放一放。”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保藏古籍版本的兰台洞库，实地察看版本保存收藏

情况。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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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4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