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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河北省衡水市衡水湖，鸟群不时从空中飞过，

变换着造型；芦苇丛中，骨顶鸡、灰鹤、苍鹭等栖息、觅食，一派

和谐之景。

“老师，衡水湖的鸟到底有多少种啊？”“这里已经观测记

录到 334 种鸟类。其中，有卷羽鹈鹕、白尾海雕、白头鹤等国

家一级保护鸟类 21 种。”来自北京、天津的约 100 名中小学生，

在衡水湖湿地研学辅导员张玉的讲解中，享受着奇妙的生态

研学之旅。

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振杰，从事生

态保护工作 24 年，她向记者介绍了湖区的蝶变：从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环境污染、过度捕捞，到 2000 年后建立湿地和鸟

类保护区，再到 2005 年被纳入全国湿地保护规划。

近年来，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禁渔和增殖放流、生

态补水、环湖绿化等项目，衡水湖水质由劣Ⅴ类回升到Ⅲ类，

大气负氧离子含量可达 4600 个/立方厘米，水绿天蓝、鱼跃

鸟翔的生态美景重现。 2023 年，衡水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确定为“人与生物圈自然教

育基地试点”。刘振杰说：“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衡水湖最

大的名片。”

“近两年，我们充分发挥衡水湖生态资源优势，与世界研

学旅游组织合作，推出以衡水湖湿地为主的生态研学游等。

用情景化、故事化、沉浸式手段，打造了万鸟迎春过大年、研学

馆里过大年等场景，以及泛舟观鸟、湿地知识学习等热点项

目。”衡水市滨湖新区文旅体中心办公室主任李会龙说，“仅春

节假期，就吸引京津地区 3.5 万人次前来研学。”

河北衡水市—

保护湿地促研学
本报记者 史自强

早春清晨，薄雾轻笼。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罗田镇

张家村的村民们早早挥锄舞锹，对万宝灌区张家支渠进行清

淤拓宽。

“我们正加紧连通 7 公里外的总干渠，目标是春耕时，村

里千亩良田用水管够。”站在田埂上，峡江县河库建设养护中

心主任姚小星说。

万宝灌区已运行 50 多年，此前因都是土渠、缺少系统维

护，渠系堵塞渗漏，灌溉效率和灌溉面积下降。“为了让灌区

内沟渠相连、排灌畅通，去年以来，我们加强灌区渠系建设，

硬化土渠、清淤疏浚、新建水渠。”姚小星

说，工程眼下已进入收尾阶段。

走进罗田镇峡里村，只见 2 米宽的总

干渠沿山腰一路蜿蜒盘旋，经混凝土硬化

衬砌后，渠底、渠坡光亮整洁；护坡上铺着

一块块长方形草皮，涵养水源。

万宝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工程共

改造、整治灌溉总干渠近 17 公里，恢复、改善、新增灌溉面积

合计 2.44 万亩，带动灌区粮食作物年增产 130 多万公斤，经济

作物年增产 250多万公斤，直接年经济效益增加 860多万元。

灌溉面积大了、粮食产量高了，用水量却不升反降。工

程中，峡江县从配水、灌水、管水等多个环节入手，全方位加

强节水型灌区建设。“这闸口管着下游 2000 多亩稻田的灌溉

用水。”站在一处新建的分水闸口旁，姚小星介绍，闸门实现

数字化精准开关，需要多少水就放多少，“我们测算，仅这一

个闸口，每年节约的水可再灌溉 2000 亩稻田。”

江西吉安市峡江县—

抢修水利助春耕
本报记者 周 欢

2 月 22 日，正月十三，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各乡镇的社

火队齐聚县城，联袂送上丰富的文化展演。

展演现场，舞龙队员手持竹杖，铆足了劲，祥龙时而蜿蜒、

时而翻腾，引得阵阵掌声；舞狮队员身着五彩服饰，踏着铿锵

的鼓点，在站跑滚跳中嬉闹逗趣。在崇信，社火表演从每年的

正月初九持续到正月二十三。“我每年都参加社火表演，今年

来舞龙灯，期待风调雨顺。”柏树镇社火表演人员陈永宏说。

当天，虽然飘着雪花，但大家热情不

减。抬花轿、划旱船等传统民俗表演，吸

引众多群众驻足观看。

“ 小 伙 子 致 富 有 谋 略 ，姑 娘 唱 得 幸

福 歌 ；幸 福 家 庭 更 勤 奋 ，日 子 越 过 越 攒

劲 ……”在崇信，说起社火，不得不提“春

官说诗”，这种即兴而作、诙谐幽默的民间

文学，源自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崇信县春节期间举办“春

官赛诗会”活动，30 余年来已成传统。

赛诗会上，20 多名“春官”选手头戴礼帽、手握羽扇，轮番

上阵、各显身手。许建忠是甘肃省非遗项目“春官说诗”市级

传承人。“民间文化枝繁叶茂，春官诗是其中‘一枝’，韵律优

美、雅俗共赏。”许建忠说，“举办春官赛诗会，既是弘扬传统文

化，也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振奋精神庆贺新春。”

甘肃平凉市崇信县—

社火展演庆新春
赵帅杰 王红刚

2023年，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管口新村村集体收入达 83万

元，村民每亩地分红涨了 400 元。大家喜气洋洋，谋划着新一

年发展。管口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法义说：“咱村是

以小麦、玉米、大豆种植为主的传统农业村，想突破发展瓶颈，

就得从外借技术、借资源。”

这几年，管口新村聘请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李

勃博士团队，发展葡萄种植业获得第一桶金；由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流转 1300 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种植；还与周围 9 个村组建

“兴村富民”产业联盟，突破了单个村发展空间窄、人才资源

弱、产业“小而散”等发展瓶颈，实现万亩粮食生产闭环管理。

王法义却感到，村子发展遇到另一个难题：“村集体收入

达到 50 万元以后，收入增速逐渐放缓。如何在保障粮食产量

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收入？”村里决定引进济宁红地种业有

限责任公司，建成集分子育种实验室、谷物品质检测实验室、

种子健康实验室、种质资源库为一体的麦香田园孵化中心。

“通过与种业公司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咱村就能构建从研

发、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增加收益。”村民代表大会上，

王法义提出想法，并承诺村集体将拿出一定比例的收入，用于

村级公共事务开支、困难群众帮扶等，得到村民代表的认可。

“今年我们都有信心，抓住机遇实现育种梦。”王法义说。

山东济宁市管口新村—

巧借资源兴产业
本报记者 肖家鑫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 2023 年第四季

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显示：去年，

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有效支持了

实体经济发展，到 2023 年末，社会融资规模

存量同比增长 9.5%，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和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 23.5%和

31.9%，民营企业贷款增速较上年末高 1.6 个

百分点。

2023 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

坚持 把 金 融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作 为 根 本 宗 旨 。

2024 年 ，稳 健 的 货 币 政 策 如 何 做 到 灵 活 适

度、精准有效，着力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

货币金融环境？记者进行了采访。

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质效

冲压、焊接、切削……广东江门台山市南

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机加工车间里，工人们

正紧张有序地生产空调压缩机关键零部件。

“整个行业加快恢复，现在订单量明显增

大。”南特公司财务总监甄青苗说，公司此前

从佛山的金属制品公司采购了 1020 吨钢材，

由于结算采用账期超 3 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

或商业承兑汇票，供应商资金周转效率低，发

货速度慢，制约了企业生产。

了解到企业资金需求后，建设银行江门

市分行主动帮助企业上线网络供应链金融平

台、签发建行“融信”授权，不到半天时间，供

应商就收到了 170 万元“e 信通”贷款。“凭借

供应链金融优势，这笔贷款利率更优惠，还能

大幅缩短账期、加速资金回流。”该分行副行

长罗少华说。

高效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让生产进程更

为顺畅。南特公司已与 18 家上游供应商签

发建行“融信”授权，累计获得贷款超过 7000万

元，供应链网络得以加速融合，产业集聚效应

进一步显现。

近年来，我国金融系统坚持深化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质效。截至 2023 年末，我国对实体经济发

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235.48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0.4%。

2024 年开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准和

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释放政策

利好，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继续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提振市场信心。数据显示：1 月我

国 人 民 币 贷 款 增 加 4.92 万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162 亿元；1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242.5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0.4%。

加大对重点领域、薄弱
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

在信贷总量持续提升的同时，信贷结构

也在不断优化。

——因地制宜，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在江西，邮储银行遂川县支行联合相关

部门，创新开发金融产品——“遂川三宝贷”，

无 需 抵 押 、随 借 随 还 ，单 户 最 高 贷 款 金 额

300 万元。据介绍，该支行累计为当地金橘

产业客户投放信贷资金超 1 亿元，惠及金橘

种植户及加工、销售企业 150 余户。

金融活水滋润“三农”沃土，有力支持农

业发展和农民增收。2023 年，我国涉农贷款

持续增长，全年增加 7.43 万亿元，同比多增

1.21 万亿元；至年末，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

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增速比上年末

高 0.9 个百分点。

——减碳增绿，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在山东，为解决乳山湾牡蛎融合发展示

范区项目贷款缺少抵质押物的问题，工商银

行威海分行以海洋碳汇为切入点，将海水养

殖贝类等产生的碳减排量远期收益权作为质

押物，发放 5000 万元海洋碳汇预期收益权质

押项目贷款。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绿色贷款保

持高速增长。截至 2023 年末，本外币绿色贷

款 余 额 30.0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6.5% 。 目

前，我国已形成以绿色贷款、绿色债券为主的

多层次多元化绿色金融市场，为服务实体经

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 加 大 力 度 ，提 升 小 微 金 融 服 务 获

得感。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短、频、快”特点和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人民银行各地分行着力提

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陕西

分行开展专项行动，助力青创小微企业发展

和在陕青年创新创业；宁夏分行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对普惠小微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力

度；贵州分行引导金融机构运用数字技术，精

准破解服务难题。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金融系统

强化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等重点

领域的精准支持，引导资金更多流向民营小

微等薄弱环节，体现了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

有力这一要求。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 月

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

速分别在 30%、15%以上，均明显高于全部贷

款余额增速。

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的货币金融环境

盘活存量、提升效能，是 2024 年货币政

策的重要发力方向。

1 月 25 日起，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

和再贴现利率分别下调 0.25 个百分点。2 月

5 日，今年首次降准落地，由此释放长期流动

性约 1 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当前，

我国货币政策仍然有足够的空间，我们将平

衡好短期和长期、稳增长和防风险、内部均衡

和外部均衡的关系，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

节，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2 月 20 日 ，新 一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PR）公布，其中 5 年期以上 LPR 为 3.95%，

较上一期下降 0.25 个百分点。董希淼认为，

春节后 LPR 大幅下降传递出货币政策稳增

长、促发展的明确信号，将进一步推动实体经

济融资成本下降，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和预

期，助力 2024 年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和持续

回升。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介

绍，2024 年货币政策将从总量、结构、价格三

方面发力，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

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

目标相匹配；进一步提升货币信贷政策引导

效能，紧扣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保持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社会融资规模是比较全面反映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的总量性指标。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6.5 万亿元，

为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截至 1 月末，社会融

资规模存量为 384.29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

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240.3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1%。

社会融资规模在上年同期高基数的基础

上，继续保持同比多增，说明金融体系为实体

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力度保持较高水平。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下一步，

要强化货币政策和财政、产业、区域、科技政

策等之间的协调配合，积极盘活金融资源，更

好实现盘活存量、提升效能的目标。

2023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3.5%、31.9%

货币政策精准有力 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吴秋余

■经济新方位R

在海上骑自行车，是一种什么

体验？

福建厦门市集美区，一段全长

2.6 公 里 的 自 行 车 道 横 跨 杏 林 湾 。

集美区自行车协会会长陈明福常来

骑行，“惬意”是最深切的感受：“空

中不时有白鹭飞过，沿途可远眺园

博苑、集美新城等美景。”这条海 上

自 行 车 道 ，是 全 长 约 26 公里的杏

林湾自行车道的延展部分。蔚蓝水

面上，红色车道搭配雪白护栏，从高

空俯瞰，宛如飞舞在碧波之上的一

条飘带。

海上骑行的惬意，折射出厦门

生态治理的久久为功、持之以恒。

2000 年前后，因周边居民围湾

造地、水产养殖缺少节制，杏林湾生

态环境越发脆弱，出现湾内水动力

严重不足、水体自净能力差、生境类

型较单一等生态问题。2010年 2月，

集美新城建设启动，环境保护和生

态修复被放在首要位置。“从新城规

划建设、杏林湾水源污染整治、环湾

景观建设、生态低碳节能等方面，实

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杏林湾区域

环境治理力度。”集美区发展和改革

局副局长林骏豪说。

数据显示，经过高水平生态保

护修复及综合整治，杏林湾主要水

质超标因子总磷指标年度均值从

2019 年的 0.43 毫克/升，降至 2022 年

的 0.17 毫克/升；湾区目前已发现植

物 1500 种、鱼类 29 种、鸟类 98 种；每

年 10 月到次年 3 月，75 万平方米鸟

类栖息地引来数万只候鸟越冬。

美丽的杏林湾，是厦门持续推进湾区综合治理的缩影。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厦门，坚持一湾一策打造美丽海湾，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湾型城市。

海堤开口、退垦还海，曾经水体污浊的马銮湾，如今建

起生态公园，清澈水质惹人喜爱；养殖清退、生态修复，清淤

2.2 亿立方米的同安湾，从杂乱的滩涂地，变为拥有黄金沙滩、

彩虹跑道的环东海域滨海旅游浪漫线；内湾清淤、外湾疏浚，

当年被称作“烂潮滩”的五缘湾，如今成为游艇、帆船等文旅设

施汇聚的“城市新客厅”……

持续推动海洋生态治理，厦门正形成健康海洋生态系统

和优美湾区人居环境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我们要进一步统

筹推进海域综合整治、近岸海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海洋生态系

统保护，让碧海银滩成为厦门的亮丽招牌。”厦门市生态环境

局有关负责人说。

福
建
厦
门
持
续
推
动
海
洋
生
态
治
理

一
湾
一
策
打
造
美
丽
海
湾

本
报
记
者

钟
自
炜

鹭岛蝶变 厦门实践

本报北京 2 月 23 日电 （记者

刘诗瑶）2 月 23 日，第三届“天宫画

展”在中国空间站开展。正在太空

出差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在轨

展示和介绍了新时代青少年畅想中

国式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本 届 画 展 共 有 53 幅 画 作 ，以

“孩子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主

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 5 个中国

特色，划分专题进行展示。小画家

用画笔勾勒出自己心中的强国梦，

描绘出自己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是什么样子，用一幅幅充满想象力

的美丽画作，生动展现出举国同心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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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敏作品

《蛟龙探海·保护海

洋：大洋深处的“中

国梦”》。

▶胡诗悦作品

《太空电梯：飞往太

空的天路》。

▼神舟十七号

航天员乘组在轨展

示第三届“天宫画

展”作品。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 2月 23日电 （记者张天培）近日，国务院批准

增加陕西省西安市、山东省青岛市为内地赴港澳“个人游”

城市。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决定自 2024 年

3 月 6 日起，在西安市、青岛市为符合条件人员签发往来港澳

“个人旅游签注”。西安市、青岛市户籍居民以及居住证持有

人可以在西安市、青岛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人工窗口，或设

在人工窗口的智能签注设备提交申请，自行选择办理“个人旅

游签注”或者“团队旅游签注”，免予提交申请事由材料。

据了解，“个人旅游签注”包括：赴香港 3 个月一次签注、

3 个月二次签注、1 年一次签注、1 年二次签注；赴澳门 3 个月

一次签注、1 年一次签注。签注持有人每次可以在香港或者

澳门逗留不超过 7 天。

3月 6日起西安青岛符合条件人员
可申领往来港澳“个人旅游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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