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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记者 吴 雨）15 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从四方面部署举措，进一步采取
市场化方式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当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困难很大。会
议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要围绕保市场主体、应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运用
市场化办法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

会议决定，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转
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从2022年起到2023年6月底，
人民银行对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
款，按余额增量的1%提供资金，鼓励增加普惠小微贷款。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认为，普惠小
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

支持工具，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给小微企业发展
吃下一颗“定心丸”。人民银行按余额增量的 1%提供资
金，以正向激励引导银行增加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可提
高支持政策的效用。

会议还决定，从 2022 年起，将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纳入
支农支小再贷款支持计划管理，原来用于支持普惠小微信
用贷款的4000亿元再贷款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必要时可再
进一步增加再贷款额度。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
惠小微信用贷款，可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优惠资金支持。

专家表示，此举可为银行发放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提供
更多资金支持并降低资金成本，激发银行提高小微企业贷
款中信用贷款的比例。日前人民银行下调支农支小再贷
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通过“量价并举”，可引导银行持续
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提高信用贷款比例。

我国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
民豪迈，前程远大。在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广大文艺
工作者提出 5 点希望：一是心
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
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二是
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
的人民史诗；三是坚持守正创
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
拓文艺新境界；四是用情用力
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五
是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
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
心、催人奋进，对于广大文艺
工作者更好肩负历史使命，在
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
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
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
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
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
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
神推动力，具有重大指导作
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
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只有深刻把握民族复
兴的时代主题，把文艺创造写
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
民奋斗的征程中，才能更好担
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人民
是文艺之母，源于人民、为了
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
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
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
为人民绽放，一切文学艺术才
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
源泉，文艺创作才具有深沉的
力量和隽永的魅力。衡量一
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
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
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
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
藏，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把握
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
古、破法不悖法，才能创作出
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
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国际社
会希望解码中国的发展道路
和成功秘诀，了解中国人民的
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只有把
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承
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
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
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才能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

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
的职责，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只有把
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
想，追求德艺双馨，才能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
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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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进入老庵寺村地界，一排
排画满唐代墙绘的民居依山而建，古香古
色之间又透着远离尘嚣的古朴，一条条整
洁的通村水泥路在脚下蔓延，从宽敞的村
民广场俯瞰，村内的水库垂钓园水质清澈
透明，在微风中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四周
群山环抱，两岸密林掩映，一片美丽田园
的生机与活力。

老庵寺村坐落在柞水县西川流域上
游，曾经的它偏远闭塞，是深度贫困村，鲜
有人问津。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发
展，老庵寺村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
的生态环境声名鹊起，化身为柞水旅游新
的网红打卡景点。

“老庵寺村因庙而得名，因水库而闻
名，借着这一片宝贵的水源，给村庄发展
带来了新希望。”村党支部书记邹志勇
说。老庵寺村的水库建于 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早期作用是以灌溉下游几个村的农
田。近年来，老庵寺村立足资源禀赋，在
此建成 2 万平方米滨水休闲区，对原有的

心形小岛进行绿化提升，取名“情侣岛”，
湖面由 2000 米浮桥相互连接，可以漫步
碧波上，再加上打造了颇具特色的民宿体
验区，集食、住、行、玩、乐为一体，现在这
里已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

“这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游客田英
毫不吝惜地夸赞着眼前的美景，田英来自
西安，这已经是她第四次来到老庵寺村。

“我第一次来就爱上了这里，确实是一个
让人心静的地方，在这里观景、垂钓、划
船，亲近大自然，坐在农家小院的凉椅上，
品一口农家的特色菜肴，仿佛一切喧闹都
与自己无关。”田英告诉记者，老庵寺村生
态环境优美、气候适宜，四季皆美景，这次
她又带领着 10 多位朋友故地重游。让田
英念念不忘、多次往返的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当地独具特色的陕南美食。

2015 年，村民詹绪秀在自己家里开
起了第一家农家乐。“当时村里还没有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偶尔有外地游客过来连
一口吃的都没有，我就想着办个农家乐。”

詹绪秀开办农家乐已有五六年，像田英这
样的回头客特别多，一到节假日接待三四
百人是经常的事儿，豆豉炒腊肉、旗花面、
洋芋糍粑等是詹绪秀的拿手菜，游客们评
价都很好。“现在一年能挣十来万块钱，去
年我把家里的三轮车换成了小汽车，很满
足了。”詹绪秀乐呵呵地说。

今年 69 岁的陶伦明是地地道道的老
庵寺村村民，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也
是老庵寺村蝶变的见证者。“我在村口开
了一家小卖部，往年村里没有多少人，没
生意，收入很低。”陶伦明说，这几年，随着
村里的道路越修越宽，基础设施得到极大
改善，核心景区建设得
越来越美，游客也日益
增加，“现在村子一年四
季都有游客，我的生意
也红火起来了，一年能
收入 3万多元。”

邹志勇表示，乡村
旅游已成为村民致富的

支柱产业，去年老庵寺村还入选了陕西省
15条黄金乡村游路线，每天接待游客一两
千人，带动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在乡
村旅游的带动下，老庵寺村不再只是“到此
一日游”的场所，周边民宿纷纷建立，农家
乐里游客排起了长队，在外打工的村民也
纷纷回家。节假日里，农户支起小摊，卖起
了豆腐干、豆豉、腊肉等柞水土特产以及当
地特色小吃。

作为乡村振兴先行区，老庵寺村凭借
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挖掘乡村旅游资
源，走出了一条依靠乡村旅游实现脱贫、
持续激发农村产业发展新活力的致富路。

乡 村 旅 游 促 蝶 变
本报记者 米子扬 侯 彬

小山村的路灯亮起来了，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入学不再难，老旧小区得到了全面
改 造 …… 一 场 场 生 动 的“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实践活动在商南县蓬勃开展，一件件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得
以解决，商南县用为民办实事的成果写下
了“学史力行”的生动篇章。

今年以来，商南县把“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
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聚
焦解决基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民生揪
心事，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
实事的实际行动，不仅推动了党史学习教

育不断向广度拓展、向深度延伸，而且让
改革发展成果惠及了更多群众。

贴心服务暖民心

“没想到今年政府派人上门帮我家缴
纳医疗保险费，我还直接享受了低保户优
惠政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太感谢你们
了！”近日，商南县城关街办金福湾社区居
民、智障孩子王某的妈妈感激地对医保征
缴工作联合服务队的工作人员说道。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业务开通
以来，商南县税务局多方沟通，联系相关部
门组成志愿服务工作队，积极推进医保征缴

工作，通过重点解决老、弱、病、残等困难群
体缴费难问题，切实把群众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事办实办好。

等审批、办房本、生活缴费……这些政
务服务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为了让政务服
务再提质，让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商南县在
政务服务大厅设置 8 个
综合审批窗口，添置绿
色通道、等候专区、老花
镜、标识指引等设施设
备，大力推行“一窗受理”

“一网通办”“一链办理”
“一次办结”等制度，实行
“受理+踏勘+审批+颁

证”集约化审批新模式，创新“西峡—商南”
“跨省通办、双向代办”合作机制，大大提高了
服务质量和办事效能。同时，依托银行代办
网点和基层服务平台开展就近服务，通过提
供授权代理、亲友代办开展帮办代办服务，为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下转3版）

办好实事践初心 为民服务谋福祉
——商南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江学树 孙传卿

本报讯 （李俊杰）近日，山阳
县精心组织，集中力量，重点整治高
速公路沿线环境卫生。

县上及时印发了《山阳县高速
公路沿线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实施方
案》，县委常委、分管副县长先后 2
次带领包抓单位和镇办主要领导乘
车沿福银高速和水阳高速山阳县段
巡查，同时启用无人机，沿途开展航
拍，对比查找盲点、漏点。截至 12
月 13 日，累计清理沿线 68.5 公里，
清理护坡 93 处，拆除违法建筑物 17
个，拆除违法广告设施 44 处，完成
农房立面改造提升 47处 1537㎡，拆
除残垣断壁 45 处、废旧房屋 33 间
675㎡，复垦荒地 62.2 亩，清理整治
地块 73.8 亩，清理河道 58 条 107.5
公里，整治河堤 47 处 53.8 公里，整
治裸露山体荒坡 37处 29.5亩。

山阳县进一步落实了城管、农
业农村、林业、水利、发改、乡村振
兴、环境、住建 8 个部门包抓 2 条高
速公路及其引线沿线 8 个镇办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机制。同时，做到整
治任务分工负责，由水利局负责河
道、交通局负责道路、住建局负责农
房、农业农村局负责田园、资源局负
责危旧房屋和废弃构筑物拆除。

县上坚持县、镇、村“三级联动”，
充分利用宣传栏、网络、电视、宣传
车、新文明实践站 5 个平台，发挥村

“四支队伍”作用，广泛宣传环境整治
意义，引导群众明确整治目标，提高
群众环境整治主人翁意识。累计出
动宣传车 64台次，召开院落会 58场
次，动员沿线群众主动自行拆除私搭
乱建、清理废弃房屋和残垣断壁、整
理房前屋后乱搭乱放，形成了人人理
解、积极支持、全面参与的浓厚氛
围。目前，累计交办整改问题5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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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月。进驻期间（2021 年 12 月 4 日—2022
年 1 月 4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9-81026166，专门邮政信箱：陕西省西安市 A127 号邮政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

督 察 公 告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近日，在镇安县县域工业

集中区柏宏欧利塑业环保方底

阀口袋生产线上，工人正在加

紧生产环保编织袋。该生产线

引进德国技术，产品绿色环保，

畅销国内国际，带动解决 600

多人就业。

（记者 刘 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