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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鲍聪颖 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大决策，持续强化对京津冀协
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金融支
持，不断提升金融支持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12
月7日，京津冀三地人民银行联
合工信部门通过视频形式组织
召开京津冀协调机制2021年度
会议。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金
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
举措，发布“京津冀产业链金融
支持计划”并举行试点银行签约
仪式，研究了京津冀普惠金融协
同指数课题。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链金
融支持计划”是三地人民银行联
合工信部门、商业银行首次推出
的区域性金融协同产品，旨在加

强京津冀金融与产业的协同，优
化区域产业链信贷营商环境。三
地人民银行通过单设再贷款、再
贴现额度，工信部门通过提供产
业链、核心企业名单，支持商业银
行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便捷的
融资服务，目前三地人民银行共
设置125亿元货币政策资金额度
支持京津冀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
和民营企业融资。该计划聚焦雄
安、北三县、张家口、通州、武清、
宝坻、滨海新区等重点区域，鼓励
经办银行综合考虑企业所在产业
发展前景和所处产业链、供应链
中的重要性等“链”信息，向符合
条件的企业发放首贷、信用贷款、
中长期贷款，并综合运用供应链
金融产品服务上下游企业。京津
冀三地共10家银行分别与当地

人民银行进行了合作签约仪式。
会议介绍了三地人民银行

共同完成的“京津冀普惠金融协
同指数”课题研究成果。京津冀
普惠金融协同指数是在推动区
域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科学衡
量区域整体普惠金融协同程度
的有益尝试，对推动实现区域普
惠金融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营业管
理部、天津分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积极成
效，在多个领域实现了新突破。
一是增进区域信用信息共享，为
实体经济融资赋能。三地人民银
行联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工信
部门等启动“京津冀征信链”建设
工作，以数据要素资源的跨区域
流动助力优化三地中小微企业融

资环境。二是深化外汇管理政策
协同，激发区域开放创新活力。
以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为契
机，三地外汇管理局签署《外汇管
理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合作备忘
录》，积极探索部分先行先试政策
在三地互通共享。三是建设高质
量冬奥支付环境，为国家重大标
志性活动提供有力保障。

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
长彭立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到爬
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久久
为功，持续发力，在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展现金融新作为。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
尹优平指出，京津冀普惠金融协
同指数研究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

率先对区域普惠金融协同发展水
平进行的量化衡量，在推进普惠
金融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引
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会上，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党委书记、主任杨伟中，天津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王晓明，石家
庄中支党委书记、行长贺同宝表
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
大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能力和水平，在人民银行总行的
指导下，紧紧围绕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不断完善“京津冀+”工作模
式，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质量和效能，
奋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
更高水平。

本报讯 天津市财政局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农业节
水资金投入力度，全力支持
节水灌溉，促进种植业结构
调整，建立农业节水奖补机
制，保障粮食增产增收取得
显著成效。

一是强基础，大力支持
农业节水灌溉工程建设。
2021年，统筹安排中央和市
两级财政资金3.9亿元，支持
农业部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26万亩，通过集中连片规
模推广应用管道灌溉、喷灌
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全市新增高效节水灌溉7
万亩，有效提高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同时筹集中央、市
和区三级财政资金2亿元，支
持水务部门开展中型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开
展渠首工程、输配水工程、骨
干排水工程等建设，今明两
年将改造灌区7个、累计改造
灌区面积20万亩，年增节水
能力101万立方米，年新增粮

食产量2249万公斤，节水增
粮增效成效显著。

二是调结构，着力支持
节水型农业发展。2021年，
市财政局提供财政资金2500
万元，支持优化调整种植业
结构，推广抗旱品种及配套
旱作节水农业技术，采取后
补贴方式，积极开展耕地轮作
休耕制度试点工作，同时实施
农机深松整地作业30万亩，有
效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

三是建机制，有力支持
农业节水长效机制建立。
2021年，市财政局安排1000
万元支持全市涉农区深入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
健全水价、水权、奖补和建管
等机制，并通过实施农业用
水精准补贴，建立农业节水
奖励机制，有力促进农业用
水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
变，在实现促进农业节水作
用的同时，保障了农田水利
工程的养护管理，让农田水
利工程发挥长远效益。

天津市财政局加大资金
投入为农业节水“保驾护航”

本报讯 王伟宏 许颖 刘国
伟 从石家庄海关获悉，近日，
京津冀三地海关邀请北京冬
奥组委物流部联合举办了做
好北京冬奥会海关监管服务
保障工作培训。

此次培训以线上视频方
式进行。业务专家为京津冀
三地海关相关关员介绍了冬
奥会物资、人员通关流程与经
验做法，暂时进出境货物和值
机柜台前移实际监管等内容，
为共同做好北京冬奥会监管

服务保障工作打下坚实基
础。此前，京津冀三地海关还
制定服务保障冬奥会联系机
制，建立点对点联系，细化任
务、统一标准，密切联系、通力
合作，实现信息共享。

近年来，石家庄海关高度
重视保障北京冬奥会相关工
作，成立了石家庄海关冬奥会
工作领导小组和3个专项工作
组，组建冬奥会工作专班，制
定16项服务保障北京冬奥会
工作方案及预案。

京津冀携手提升北京冬奥会
海关监管服务保障能力

12月7日，河北
省邯郸市广平县温
室大棚种植的2000
多亩草莓成熟结果，
预计种植户每亩纯
收入达3万多元，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的
特色产业。近年
来，广平县结合当
地地理和气候特
点，加大土地流转
力度，建设现代农
业园区，规模发展
冬季无公害大棚草
莓种植，草莓种植
成为农户增收致富
的支柱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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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郝东伟 日前，农业
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
合发布首批创建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名单，河北省平泉市、石家
庄市藁城区、玉田县、馆陶县4
个县（市、区）入选。

平泉市坚持长板拉长，短板
补齐相结合，集中资金、人才等
要素资源，持续保持并提升菌种
优势、规模和品质优势、品牌优
势，补齐精深加工、市场物流、一
二三产融合短板，实现食用菌全
产业链农业现代化。通过3年
的建设，将示范区建设成为全国
领先的食用菌科研和菌种资源
中心、高质高效种植中心、精深
加工中心、价格形成中心、文化
创意中心和中国北方食用菌区
域性集散中心，成为全省特色产
业现代化示范样板。

石家庄市藁城区推动粮食
产业实现标准化生产，实现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打造一批特色

粮食产业品牌，以强筋小麦、富硒
谷子、双高大豆为主要产业，补齐
基地规模不大、品牌影响不强、产
业链条衔接不紧等方面的短板，
加快推进基地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经营产业化、产品品牌化、装
备智能化、服务社会化进程，到
2025年，建成全国最大强筋小麦
生产基地、藁城宫米加工产业基
地、特色富硒农业示范基地、全国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区。

玉田县适应京津冀大消费
需求，努力建成环京津优势特色
产业供应示范基地、中国北方特
色食品制造示范基地和乡村振
兴燕赵样板示范建设引领区。
按照“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培育和标准化生产”要求，全面
提升供京蔬菜、强筋小麦、瘦肉
型猪、玉田甲鱼等特色农产品质
量，全方位、多渠道抢占京津市
场；建设食品强县，到2023年新
增京津和中华老字号投资食品

项目15个以上，全县农产品精深
加工总产值突破30亿元；重点构
建“三区”发展乡村产业、“两河”
打造水文景观、“四线”村庄环境
整体提升的乡村振兴发展格局。

围绕优化农业产业布局，馆
陶县统筹推进“四带”联动发展：
北部优质粮食高产带，重点发展
优质节水小麦、强筋小麦、黑小
麦等粮食作物，提高亩均单产和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覆盖率，建成全国重
要粮食主产区；南部特色产业集
聚带，促进黄瓜、艾草、黄梨等特
色农产品集聚发展，培育引进农
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形成以规模
种植、就地加工、产销衔接并重、
文旅农融合发展的农业全产业
链带；中部禽蛋产业融合带，提
升禽蛋品质产量，推进蛋鸡和肉
鸭生产标准化、集约化，促进孵
化、养殖、销售、加工及研发融
合，形成全产业链。

河北4地入选首批
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

“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