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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农行秦皇岛分
行累计投放小微企业信贷
资金30余亿元，信贷支持
绿色项目12个，向脱贫县
发放各项贷款余额 17.1
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累计
投放小微企业信贷资金30余亿元，
信贷支持绿色项目12个，向脱贫县
发放各项贷款余额17.1亿元……今
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秦皇岛分行
围绕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服务实体
经济等重点领域，为秦皇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
支撑。

根据秦皇岛市实体经济绿色发
展需求，农行秦皇岛分行聚焦清洁
能源、绿色基础设施等重点行业领
域，持续完善创新金融绿色服务产
品与服务体系，经过多年实践与探
索，逐渐形成了以绿色信贷为核心
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

截至10月末，农行秦皇岛分行
信贷支持绿色项目12个、绿色法人
实体 16 个，法人绿色信贷余额由
2017 年末的 2.76 亿元增至 41.37 亿
元，业务份额长期保持同业领先。

在加强绿色信贷投放的同时，
农行秦皇岛分行不断加强绿色信贷
管理能力建设。在中国人民银行对
当地17家金融机构统计考核中，农
行秦皇岛分行连续三年获评 A 级。
今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秦皇岛市
中心支行特邀农行专家为全市各金
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数据质量管
理”的专题培训，分享绿色信贷管理
经验。

农行秦皇岛分行还把金融服务
巩固脱贫成果摆在乡村振兴的突出
位置，严格落实过渡期内“四个不
摘”要求，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
振兴”，充分发挥自身网点、资金、产
品和科技优势，支持脱贫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脱贫户增收，助力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持续加大对特色优势资源开
发、产业培育发展壮大全过程的综
合金融支持。通过调研走访，梳理
出生猪、肉羊、板栗、皮毛、中药材等
全市优势产业40多个，列为重点支
持对象。组织客户经理对行政村进
行走访，收集信息、建档立卡、发放
贷款。截至10月末，该行获取个体
工商户、新型经济主体信息7000余
户，向脱贫县发放各项贷款余额
17.1 亿元，较年初增长 2.5 亿元，涉
农贷款余额 49.0 亿元，较年初增长
3.3亿元。

同时，加大粮食产业信贷投放，
助力端稳“中国饭碗”。与科研院所、种业协会、种业龙头企业、各级农
担机构等合作交流，为涉粮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现代种
业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制定“e账通”+“应收e贷”双链
并行的供应链融资服务方案，在全省率先推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供应链融资产品，成功核定供应链专项授信额度0.61亿元，有效解决了
粮食安全领域农业产业链上游客户无担保融资难题。截至11月25日，
该行粮食安全领域贷款余额8220万元，较年初增长5540万元。

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工作中，农行秦皇岛分行全面落实稳经济大
盘要求，加大对科创企业、民营企业等金融支持力度，落实落细减费让
利政策，持续用好金融服务“加减乘除”，赋能秦皇岛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

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升级打造金融服务“3D”版。在微信小程序
上开通企业使用的“普惠e站”，实现一站式办理，大大提高了业务办理
效率，实现了金融服务全渠道、全流程、全覆盖，打通普惠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

同时，该行切实贯彻落实减费让利政策，持续下调信贷贷款利
率，秉持“最深、最广、最全”原则，让小微企业的发展有了坚实靠山。
截至目前，该行小微企业贷款客户 2000 余户，累计投放信贷资金 30
余亿元。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农行秦皇岛分行线上线下合力服
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不断链。建立线上线下、居家值守的办公模式，
通过对企业上游供应商的扶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最大限度减少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截至10月末，该行已为部分企业上游供
应商办理供应链融资5.44亿元。

积极打造国际一流旅游城市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辉 通讯员储
学敏）充满艺术韵味的图书馆、带有鲜明
主题的文化驿馆、设计感极强的文创园
区……漫步秦皇岛大街小巷，一个个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竞相涌现，满足人们对多
元化精神文化的需求，展现着秦皇岛这座
城市的文化魅力。近年来，秦皇岛市以推
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
展为抓手，围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均
等，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

走进曦城花语小区沿街底商的原著
公共图书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立柱上悬

挂着的 100 多张与秦皇岛相关的历史名
人、各类建筑、地方风俗老照片，记录着秦
皇岛本土历史……“城市书房”作为一种
新型公共文化场所，吸引人们纷纷前来
打卡。

“对于周边的人来说，这里更像是家
门口的文化阵地。”管理员安悦介绍，原著
公共图书馆有80个座位、近6000册藏书，
正式对外开放 3 年来，举办文化讲座、本
地相声社儿童学员汇报演出、主题电影放
映等大小活动近百场，充分发挥了公益平
台作用。

截至目前，秦皇岛市已培育推出具
有城市特色、体现现代气息的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46个、文化名家工作室19个。
阿那亚“孤独图书馆”、蔚蓝海岸“猫

的天空之城书店”“闲庭文化会馆”等新兴
文化设施，都是城市书房的示范样板。此
外，还有北戴河“归墟民宿”“桃花树下民
宿”等依托民宿打造的国家级旅游民宿，
首钢赛车谷、1984文化产业园、西港花园
等一批新业态文化景区、街区项目，北戴
河艺术村落、界岭口长城村落、王汉沟农
耕文化村落等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空间。

作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一种，集艺
术推广、教育培训、文化交流多功能于一
体的美术馆、艺术馆等展馆，更让艺术走
进人们日常生活。

位于海港区的龙玺美术馆，收藏了包
括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等名家 300 多
幅名画，举办过“百年辉煌·盛世丹青”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书画作
品展、“凝瑞蕴华”中国国家画院陈鹏大写
意花鸟画作品展等活动。据副馆长沙云
怀介绍，美术馆作为一个开放式且免费的
展馆，在将名家名作带到城市和市民身边
的同时，也带动了秦皇岛书画艺术的发
展，激发了市民参与文化艺术创作的
热情。

在乡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同样为广
大群众提供了丰富的新型公共文化服务
产品。北戴河区戴河镇费石庄村“桃李
同春”民宿，建设了乡村书吧；戴河镇西
古城村“忘返民宿”，建设文化驿站，开
展戏曲排练、戏曲沙龙等活动，吸引戏
曲爱好者参与……这些新兴公共文化
空间为游客提供了解北戴河文化内涵
的新场景，也为促进文旅融合、乡村振

兴起到了助力作用。
今后，秦皇岛市将持续加大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提升改造和培育打造力度，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零距离感受文化魅力、接受
艺术熏陶、触摸名家风采的美好需求，将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打造成为展示城市形
象的窗口、触摸城市脉搏的平台。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展现城市文化魅力
全市已培育推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6个、文化名家工作室19个

▲秦皇岛鸟类博物馆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吸引市民到此参观游览。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摄

▶秦皇岛阿那亚“孤独图书馆”作为新兴文化设施，已成为城市书房的示范样板。
北戴河新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持续用力打好蓝天碧水保卫战，开展国土绿化和生态涵养行动

海港区生态赋能催生新经济新业态
目前，全区已发展乡村旅游景
区4家、特色民宿66家、休闲
农业采摘园152家、家庭农场
175 家、露营基地 2家，全长
58.6千米的长城旅游公路成
为周边最火的休闲旅游绿色
大道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辉）11 月 4 日，
北戴河区戴河镇车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里掌声阵阵，北戴河区朗诵学会的老
师们正慷慨激昂地朗诵他们最新创作的
合诵《党的二十大之歌》。当天，北戴河
区文化艺术专家下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期间，北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联合区文联组织文化艺术领域名
家走进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朗

诵红色经典、红歌教唱、书画艺术创作交
流展演等文明实践活动，以文艺方式助
力全区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热潮。

接下来，北戴河区将进一步整合文
联、文旅等名家资源，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定期组织书法、绘画、文史等领域
名家以及非遗传承人深入村居，开展文学
艺术交流普及活动，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人心。

北戴河区组织文化艺术专家
下基层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辉 通讯员张
泽众）秦皇岛市昌黎县五峰山上，一群青
年意气风发，在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前，
他们以接力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解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五个牢牢把握”
重要要求。这是昌黎县选调生宣讲团刚
刚拍摄的一期微视频画面。

昌黎县充分发挥选调生队伍的引
领作用，开展选调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宣讲月活动。昌黎县委组

织部针对选调生宣讲团年轻人多的特
点，创新宣讲方式，遴选政治素质好、理
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宣讲团成员，
选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知识点，
拍摄成语言通俗易懂、画面生动鲜活的
宣讲视频，在网络平台陆续推出党的二
十大精神宣讲微视频。截至目前，已录
制宣讲视频30期，通过网信昌黎抖音账
号 发 布 宣 讲 视 频 12 期 ，点 击 量 突 破
20万。

昌黎开展选调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月活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辉 通讯员李佳
悦、朱婉莹）“在培训老师的指导下，大家
齐心协力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能融入其
中。”近日，秦皇岛市总工会在冀北秦皇岛
供电公司工会“职工心灵驿站”组织“从心
出发·向阳而行——走进‘职工心灵驿
站’”第三个专场活动，供电公司职工李榕
榕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我们联合市心理卫生协会、市婚姻
家庭咨询师协会，开展此次系列活动，旨
在拓展工会职工之家的服务功能，引导
各级工会组织不断加大职工心理关爱服
务力度。”秦皇岛市总工会组织部部长陈
静介绍说。

近年来，秦皇岛市总工会把关心职
工心理健康、化解心理压力作为新时期
关爱职工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各级企事
业单位创新开展“职工心灵驿站”建设。
2021年，全市建成首批5个市级“职工心
灵驿站”。今年，继续开展“职工心灵驿
站”创建工作，并在开展活动、搭建平台、
专业培训等方面实现进一步推动和延
伸。秦皇岛市总工会副主席陈勇珲表示，
市总工会将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职
工需求为导向，在专业机构的支持下，逐
步构建党政领导、工会协调、部门参与、
机构服务、职工受益的全市职工心理健
康服务工作格局。

市总工会创新建设
“职工心灵驿站”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辉 通讯
员赵兴家、刘红伟）今年，卢龙县积
极开展基层党建“四亮四化四比”活
动，推动全县各领域基层组织政治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
社会号召力持续提升。

深入开展党员亮诺、支部亮责、
组织亮牌、纪委监委亮剑“四亮”行
动，聚焦主业压实党建责任。通过党
员公开承诺、践诺，支部评诺，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创
新实行农村党支部“三色定级”、常
态化基层党建观摩拉练等，积极培
树各领域先进党支部。发挥纪委监
委问责利器作用，对党建工作履职
不到位、措施不得力的各级党组织
书记和相关责任人，坚决追责问责。

实施组织生活规范化、阵地建

设标准化、党员教育信息化、党建指
导常态化“四化”工程，精细管理提
升党建水平。制定全县“三会一课”
和主题党日年度计划。扎实开展

“十村示范、百村达标”党组织阵地
提升行动、基层组织活动阵地软件
规范行动等，有力促进基层组织规
范化、信息化运行。

同时，卢龙县还开展了“比学
习、比业绩、比团结、比口碑”活动，
在全县各领域基层党组织中广泛开
展先锋党员评选活动。

“四亮四化四比”活动开展以
来，卢龙县评定“红色先锋”村 103
个；86名村党组织书记因党务公开
不及时、党建制度不规范等被扣分；
7600余名党员下沉社区农村，为群
众办实事1.5万余件。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辉）日前，抚宁区
茶棚乡的优质西红柿迎来丰收，园区 45
个大棚，每个棚的收益大概能达到 5 万
元。今年以来，抚宁区深入实施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行动，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列为重点，多元发力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今年以来，抚宁区历时4个月开展了
“集体经济大会诊”，制定区、乡、村各级书
记和职能部门抓集体经济的33项具体责
任，积极谋划加快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新举措。坚持“支部帮富、头雁领富、党员
带富”，探索产业配套、资源开发、电商创
业、联合经营等10种增收模式，激活农村
党员创业项目 2066 个，引导 70 余个村建

立“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联合发
展模式。以域内龙头企业为带动，成功注
册“骊骅淀粉”“小江菜社”“宏都食品”等
国家级商标。

大力实施集体经济“10 万+”和品牌
强农计划，共引进果蔬种植、肉牛养殖、光
伏发电等项目 196 个。另外，安排 2000 万
元专项引导资金，推动全域内 10 个乡村
振兴组团区、20个重点项目、36个美丽乡
村精品村建设。

截至目前，抚宁区已培育壮大生猪、
肉（奶）牛、蛋鸡等 10 个集体经济增收主
导产业，67.2%的村庄实现有产业项目、有
稳定收入、有发展活力的“三有”目标。卢龙开展基层党建“四亮四化四比”活动

7600 余名党员下沉
社区农村为群众办实事

抚宁区多元发力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辉 通讯员唐河
滨）长城沿线恬静优美，滨海一带别具风
情；蓝天白云、碧海金沙成为标配；长城绿
道、山海花田展开如诗画卷……近年来，
海港区坚持生态优先，淘汰落后产能，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持续用力打好蓝天碧水
保卫战，开展国土绿化和生态涵养行动，
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新优势，催生
了休闲农业、特色民宿、文化旅游等新经
济新业态。

海港区多管齐下，治理工业和移动污
染源。2016 年以来，海港区淘汰水泥产
能 438万吨、玻璃 150万重量箱；2018年，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停产，化解
产能 265 万吨，钢铁厂变身赛车谷，拉开
工业旅游序幕。

推行清洁取暖，坚定不移提升空气质
量。PM2.5年平均浓度从2016年的47微
克/立方米降到2022年10月底的27.73微

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从2016年
的271天增加到2021年的287天。

河水质量关系着近岸海域的海水质
量。海港区境内有大汤河、石河等入海河
流，近年来，该区不断加大投入，通过建设
污水管网、修复人工湿地、搬迁养殖场等
措施，加强生态治理，全部入海河流达到
地表水三类标准。清流入海，恢复了滩清
沙净、碧海蓝湾的近岸海域景观。

森林是重要的生态系统。2017年以
来，海港区以通道变景观，村庄变森林，荒
山变绿色屏障为目标，开展大规模造林绿
化行动，森林覆盖率从 2016 年的 38.73%
提高到 42.8%。近 5 年来，全区“四旁”植

树 50余万株，自主造林 5万余亩，荒山造
林 5 万余亩，22 个村先后荣获国家、省森
林村称号，海港区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区。
另外，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让天然林休
养生息，20 万亩天然林已成为长城的绿
色屏障和城市的生态涵养区。

天蓝了，山绿了，河清了，为发展绿色
有机农业、生态休闲农业以及乡村旅游、
露营经济、民宿经济等创造了良好条件。
目前，全区已发展乡村旅游景区 4 家、特
色民宿 66家、休闲农业采摘园 152家、家
庭农场175家、露营基地2家，全长58.6千
米的长城旅游公路成为周边最火的休闲
旅游绿色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