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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笔者从人民银行商洛
市分行了解到，去年以来，人民银行
商洛市分行紧密围绕“一都四区”建
设规划，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持续扩大对全市生态康养之都建设
和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保持辖区
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全市金融服务
重点项目、小微企业和涉农等薄弱环
节水平不断提升，为全市经济运行和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货币信贷政策执行精准有力

人民银行商洛市分行加强窗口指
导，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总量稳步
增长。启动实施商洛市“一增双控四
助推”金融专项行动，开展信贷投放旬
监测、月调控、季引导，召开金融机构
融资工作座谈会、货币信贷工作会、政
银企融资对接会等，督促金融机构加
强 项 目 储 备 ，满 足 实 体 经 济 融 资 需
求。定期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开展宏
观审慎评估，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
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和经
营、跨境业务风险、信贷政策执行 7 个
方面引导符合货币信贷政策导向，保
持信贷持续增长、节奏合理、结构优
化，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同时，综
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区域
流动性合理充裕，执行降准和差别化
存款准备金政策，及时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对符合条件的农业银行县级“三
农”事业部执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
政策，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投放流动性，
2023 年累计投放再贷款、再贴现 10.8
亿元，延长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绿
色两项工具等实施期限，向 3 家地方
法人机构发放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
激励资金 1877.66万元。

重点领域信贷投放不断加大

人民银行商洛市分行积极落实
省、市“三个年”活动安排，建立了以

“汇集推送企业融资需求信息、监测评
估银行信贷对接效果、协调解决银企
反馈困难问题、跟进督导银行回应市
场诉求”为主要内容的信贷支持重点
项目建设“四位一体”闭环运行机制，
以信贷“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
提升更好支持和推动高质量项目建
设。2023 年，全市 74 个重点项目获得银行授信 383.91 亿元、贷款
余额 132.87 亿元，主要集中用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基础设施类行业，有力助推了

“生态康养之都”建设和绿色发展。其中，抽水蓄能产业集群获得
银行贷款授信 163 亿元、贷款余额 34.85 亿元，为商洛打造西北首
个投资千亿元的抽水蓄能产业基地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制定
了《商洛市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四优”工作措施》，从优化
绿色金融供给、优推生态金融产品、优控信贷融资成本、优配政策
保障要素方面，强化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扩大生态环保产
业和绿色发展项目信贷投放，积极支持全市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2023 年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 170.34 亿元，同比增
长 27.64%，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信贷政策执行效果持续显现

人民银行商洛市分行释放政策利率信号，引导降低实体经
济融资成本。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引导银行合
理调整存款利率，降低负债成本。开展银行定价行为评估和合
格审慎评估，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规范和引导银
行定价行为。2023 年 12 月，全市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为 5.61%，较上年同期下降 0.7 个百分点；企业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为 4.74%，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一般贷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6.45%、6.42%，较
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0.76 个、0.96 个百分点。全市融资总量稳步
增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至 2023 年末，全市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余额 996.94 亿元，较年初新增贷款 119.31 亿元，同
比增长 13.59%，位居全省第一，高于全国、全省平均增速 2.99
个、3.54 个百分点。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涉农、民营小微
企业信贷增长较快。2023 年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648.22 亿
元 ，同 比 增 速 15.79%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不 含 票 据 贴 现）
297.01 亿元，同比增长 25.38%；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余额
260.48 亿元，同比增长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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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商州区坚持将改革创新作为
推进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注重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鼓励基层镇村大胆探
索，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强大活力。截至 2023 年 12 月
底，全区 279 个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经
营性收入达到 5252.87 万元，年收益 20 万
元以上的“强村”达 103 个，5 万元以下的

“薄弱村”已全部消除。

探索新路径探索新路径

杨斜镇坚持“党组织建在产业链、党
员聚在产业链、人才育在产业链、农民富
在产业链”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食用菌
主导产业，统筹做好传统种植、养殖业，推
进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聚焦党建赋能，为每个村企组
织下派 1 名党员负责党建、村企联建工
作，选派村“两委”班子或年轻党员到 2 家
食用菌龙头企业学习；鼓励在外英才返乡
创业，培养出一批优秀产业带头人，建成
以食用菌、放养山羊、冷水鱼、果酒等为主
导的产业基地。聚焦产业“链接”，探索发
展自主经营模式，发展产业项目 103 个，
累计投入资金 3198 万元，总收益 337 万
元。创新经营模式延长产业链，扶持峪明
村投资建成马铃薯加工厂，解决全镇马铃
薯销路问题，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在
30 万元左右；采取“村集体组织引领+合
作社抱团+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率先在
杨斜村发展中华蜂养殖产业，抱团组建农
民专业合作社，统一标准化养殖，规模已
突破 500 箱，此项产业为杨斜村增加集体
经济收益 6万元以上。

释放新动能释放新动能

北宽坪镇紧紧围绕“红色宽坪、绿色
发展”目标，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走出了
一条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立足政策，抢抓机遇，
以建设蟒岭绿道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打
造红色宽坪为契机，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建成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1000 亩，发展
土 蜂 养 殖 3000 箱 ，走 农 旅 融 合 发 展 之
路。盘活资产，变废为宝，全镇盘活闲置
用地 30 多亩，将“闲置资源”转为“发展优
势”，韩子坪村发展连翘、茯苓等中药材种
植，连续两年增收 3 万元；郭湾村利用食
用菌生产基地种植五味子，年增收 3.5 万
元。围绕“一村一品”提档升级，于家山村
入股湘子岭农民合作社和秦珍园家庭农
场，创立“湘子岭”品牌，年分红 6 万元；广
东坪村、郭湾村、韩子坪村建成豆制品加
工、无公害压榨菜籽油生产线，打造“利盛
源”农产品品牌，形成“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发展格局。

打造新引擎打造新引擎

大荆镇创新“四种模式”，积极推动改
革创新发展提质增效，2023 年，全镇村级
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353.66 万元。“头雁带
动”发展，推行党支部和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村集体经济
与村干部报酬相挂钩机制，鼓励引导致富
能手领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
业等组织，全镇 80 名农村党员致富带头
人发展合作社或领办产业 46 个，带动群

众就业 319 人。科学谋划打造“一带两链
三基地”产业发展格局，新发展食用菌 50
万袋、中华蜂 1403 箱、中药材 1600 亩，带
动 800 户群众户年均增收 1.2 万元。锚定

“一村一品”，发展石涧川村千亩菊芋、砚
川村百亩茯苓种植等特色产业，预计实现
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 88 万元，带动周边
群众劳务就业 120 人。“村企共建”共享，
依 托 商 州 区 荆 河 生 态 工 业 园 和 社 区 工
厂，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1432 人，实
现新街社区、孟村等 4 个村集体经济年均
增收 5 万元。数字化菊芋制造中心带动
发展菊芋种植 2852 户 5000 亩，润科绣球
菌带动发展食用菌基地 6 个 600 万袋，康
城 医 药 带 动 发 展 中 药 材 种 植 2200 户
5000 亩，实现户均增收 5000 元。“入股
托管”增值，全面摸清闲置资产 121 处，确
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8628 人；完善政策
扶持机制，搭建投资合作平台，将政府投
资建成资产依法划转到村统一经营管理；
整合资金支持发展新型村集体经济，全镇
认股工厂化绣球菌、数字化菊芋等项目
2266 万元，2023 年，脱贫村分红 59.36 万
元，非贫困村分红 46.5万元。

拓展新门路拓展新门路

各村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用好
当地资源和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
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蹚出更多“门路”。做
好做优“靠城”整合文章，城关街道东店子
社区有效整合果菜餐饮市场、综合商业
楼、门面房等丰富资源，采取“村集体+公
司+居民”的模式，改造提升东苑餐饮市
场、东店子果菜批发市场，发动群众出资

入股，组建公司管理运营，持续拓展群众
增收路径，集体经济总资产超过 5000 万
元，固定资产年收益超过 500 万元，居民
人均年分红 3500 多元，实现了“组组有积
累、人人当股东、年年有分红”目标。做好
做优“靠厂”丰产文章，大荆镇新街社区发
挥区位优势，将集体经济发展与基层治理
深度融合，创新推行“政府投建、社区运
维、群众收益”集镇经济发展新模式，以商
州区荆河生态工业园为承载，依托森弗数
字化菊芋中心，通过集体经济入股、发展

“订单式”农业等方式，实现集体经济年增
收 3 万元，户均年增收 2100 元。做好做
优“靠林”强村文章，被誉为“商州核桃第
一村”的陈塬街道上河村利用林地种植核
桃约 2400 亩，积极探索“服务创收型”路
径，建成 50 亩农耕体验园，按照每块 300
元标准面向社会进行认领，目前已认领
142 块，中心城区多所学校将其确定为学
生农耕劳动实践基地，实现村集体经济年
增收 3 万多元。做好做优“靠山”增收文
章，大赵峪街道桃园村发挥山区海拔高、昼
夜温差大的地理优势，采用“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模式成立高山蔬菜专业合
作社，建育苗大棚 6 个、蔬菜储藏气调库
500 平方米，主要供应商州城区高山蔬菜
批发零售，年收入约 1800 万元，带动周边
220多名群众增收致富。做好做优“靠景”
引流文章，腰市镇江山村依托秦岭江山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投入 36 万元入股景交
车项目，集中流转 50多亩土地入股小龙虾
养殖产业和秦岭江山研学教育基地项目，
做好配套服务，吸引各地游客观光，走出了
一条农旅整合、发展美丽经济的新路子，村
集体经济年收益 59.5万元。

商州：改革创新释放发展潜能
本报通讯员 赵波波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奇 王欢）1 月 28 日，西气东输三线中
段陕西商洛段莲花山隧道实现贯通。随着该隧道的贯通，国家管
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陕西工程项目部负责建设的西气东输三
线中段一般性三标段的 10条隧道全部贯通，标志着西三中陕西段
第 7个标段的隧道工程全部贯通。

1 月 28 日 9 时 58 分，在商州区夜村镇洞底村的西气东输三线
中段莲花山隧道里，随着悬臂掘进机作业，历时 10个月，经过中铁
二十局建设者连续奋战，2354米的隧道顺利贯通。

中铁二十局承建的西气东输三线中段项目位于商州区境内，
全线共 10 座穿越隧道，隧道总长 12415.36 米。其中，莲花山隧道
是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隧道。中铁二十局西气东输项目安全总
监兼安质部长徐正昭说：“面对围岩初期支护变形量大、施工危险
系数高等，中铁二十局组织各参建方邀请隧道专家‘多方会诊’，使
用机械掘进方式，初支及时封闭成环，有效抵抗了围岩的沉降和收
敛变形。同时，创新采用支护参数灵活调整管理方法，达到设计与
施工无缝对接，保障了隧道的安全掘进。”

西三中段陕西段工程建设是国家重点工程，也是陕西省“十四
五”重大项目，该工程线路长 514.5 千米，途经宝鸡、咸阳、渭南、西
安、商洛 5 市 14 个县区，设置 5 座工艺站场、25 座线路监控阀室，
有山岭隧道 80座。

目前，西三中段陕西段 9 个标段 80 条隧道，累计有 76 条隧道
贯通。中铁二十局西气东输项目 10座隧道全部贯通，为西三中陕
西段按期具备投产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徐正昭介绍，管道建成投产后，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中东部
地区管网布局，构建我国天然气管网“五纵五横”新格局，加快

“全国一张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将有效缓解陕西省天然气
的用气压力。

西 气 东 输 三 线 中 段

陕西商洛段莲花山隧道贯通

2 月 19 日上午，在山阳县高新区电子
信息产业园，年产 3000 万台（套）工业电
源消费电源全产业链项目生产线火力全
开，工人们正在埋头工作，组装好的电源
适配器等待着运往世界各地。

“ 陕 西 普 阳 时 代 电 源 有 限 公 司 于
2023 年 2 月正式开工投产，2023 年的产
值是 1.8 亿元，实现利税 450 万元。我们
2024 年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5 月份，预计
产值 2.5 亿元，实现利税 600 万元。我们
的产品销往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陕西普阳时代电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德旺说。

这个总投资 5.5 亿元的 5G 电源适配
器全产业链项目，自动化水平高，出口创
汇能力强，带动作用明显，既是山阳县贯
彻落实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
重要举措，也是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
具体行动。

“2024 年，山阳县高新区将按照优服
务、强招商、精管理、拓空间、提效益、创国
高的发展思路，突出抓园区建设、抓产业

优化、抓招商引资、抓营商环境、抓科技创
新、抓效益提升，园区发展持续提质增
效。2024 年的目标是实现工业总产值
36.2亿元，增速达到 9.5%。建设标准化厂
房 2 万平方米，招引企业 8 家以上，新增规
上工业企业 3 家、高新技术企业 3 家。”山
阳县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崔传太说。

目前，山阳县高新区全力冲刺一季度开
门红，竭力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我市立足现有产业底蕴，瞄
准未来产业方向，紧盯东南沿海转移产
业、外迁企业和央企省企等，招链引群、招
新引高、招大引强、招精引优，不断蓄积稳
增长后劲动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
转型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活力显著增强。

在商南县现代材料产业园，科技范十
足的年产 600 万件粉末冶金及增材制品
项目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操作设备，正在
加紧生产。这一项目主要利用不锈钢边
角料、废铜等为原材料，采用国内民用化
金属 3D 打印等先进工艺，制成铁基、铜基
等各类粉末冶金及增材制造制品。其 3D

打印技术全球领先，填补了商洛增材制造
产业链的空白。陕西豪德特新材料有限
公司总经理孙文介绍，项目总投资 3.8 亿
元，已完成投资 2.5 亿元，建成粉末冶金制
粉及粉末冶金汽车零部件生产线各 3 条，
民用化金属 3D 打印生产线 3 条，特别是
自主研发的铜基电触头金属 3D 打印技术
全球领先。目前，已申请发明专利、实用
新型专利共计 15项。

在洛南县永丰镇的中电建集团绿色
矿山开发项目工地，4 个约 10 层楼高的
骨料罐矗立在公路一侧，罐内存放的是
通过破碎、筛分等多道工序加工成的不
同大小的成品骨料，单个罐体存储容量
1.3 万吨。这个项目是洛南县立足县域
实际，紧盯尾矿综合利用，发展新型材
料，招商引进的一个绿色矿山工业项目，
让沉睡在深山的石头和尾矿渣，变成现
代建筑的“宝贝”。

中电建路桥集团洛南石磊新材料有
限公司董事长姚新顺说：“项目引进先进
固体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循环生产线，采

用最先进的破碎、除尘、降噪、废水处理工
艺，应用先进绿色智慧矿山控制系统，实
现矿山开采、骨料筛分、制砂、罐装、成品
装运、销售等全程自动化一键管。”

一年来，我市主攻产业项目、大抓招商
引资，扎实开展“三个年”活动，统筹打好

“四提攻坚战”，积极争做“六个示范”，高质
量推进以新材料、绿色食品和健康医药、新
能源及储能、电子信息及智能制造等为主
导的新型工业化发展。2023年，全年生产
总值增长 4.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3%。商洛经
开区、商南工业集中区创建为省级经开区，
商洛化工产业园被批准为陕南首个省级化
工产业园区。抽水蓄能和尾矿资源综合利
用两大产业持续推进，重点产业链条不断
延伸，比亚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二期、国蜂
蜜水产业园等 20 个重点工业项目建成投
产，新纳规工业企业 38户。全市新增瞪羚
企业3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18家。招
商引资签约项目 397 个，外贸出口增长
58.2%，非公经济占比53.5%。

蓄 积 动 能 促 产 业 增 效
本报通讯员 王萱 袁梦

▽1月22日，柞水县举行2024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
活动。柞水县就业服务中心建起“双向奔赴”连心桥，充分利
用“互联网+”等形式，让招聘活动主阵地由线上线下“双向奔
赴”共发力，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此项活动
将持续到3月底。 （本报通讯员 谢 丹 摄）

精准服务促就业精准服务促就业

△2月21日，丹凤县举行2024年“春风行动”启动
仪式暨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据介绍，县内外63家企
业参与这次招聘会，提供1300多个就业岗位，600多名
应聘者前来应聘，达成就业意向300多人。

（本报通讯员 刘春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