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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镇众联村村民讲解民法典河上镇众联村村民讲解民法典

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法治品牌

浙江杭州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 年宪法的起草地。今年 12 月，

浙江省迎来了第 4 个“宪法与浙江”主题宣传月。近年来，浙江持续擦亮“宪法

与浙江”法治金名片，以“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为主阵地，同步发挥中国

红船法治文化园等 10 家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作用，坚定守护“红色根脉”，

推动宪法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坚持守正创新，浙江深挖本土法治人物、法治典故，将法治元素融入地方

戏、农民画、民间艺术等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法治品牌。舟

山市将法治元素与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舟山渔民号子相结合，体现了“文化+
普法”的海岛特色；绍兴市嵊州市持续推进“越剧·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

每年开展普法文艺宣传活动 12 场以上；嘉兴市结合农民画这一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以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法治宣传。

构建省域公民法治素养基准体系

浙江坚持科学谋划、系统实施，聚焦基础理论、纲要制度、学法基准、观测

载体、评价工具和普法模式 6 个方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

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

浙江从省域层面研究提出公民法治素养 5 个方面科学内涵，逐步建立起

以公民法治素养基准通识版、地方版、行业版为主要内容的省域公民法治素

养基准体系，编制包括货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网络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在内

的公民法治素养基准行业版 37 个。聚焦未成年人群体，浙江正积极开展“法

护雏鹰”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专项行动，开展“浙江普法百校行”活动，以现

场录制“法治班课”的形式，将视频课通过之江汇教育广场等平台传播，走进  
百所学校，惠及上万名中小学生。

打造惠民助企法治服务矩阵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浙江积极开展《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浙

江省公平竞争审查办法》等法规、规章宣传解读，以法治力量推动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同时，浙江积极开展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新业态劳动者法治素养提

升理论研究。围绕公民法治素养观测点规范化、特色化发展，全省共设立公

民法治素养观测点等 1019 个，每年服务观测对象超过 1000 万人次，实现重点

普法对象全覆盖、各领域各业态广覆盖。

作为民营经济和数字经济大省，浙江还编印了《民营企业涉外合规经营

手册》，并持续举办“浙”里有“援”外经贸法律服务月等活动，为企业提供国际

经贸规则等涉外法律建议和指导。今年以来，累计服务外贸企业 1500 余家，

助力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

以良法善治保障和美乡村建设

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总结提炼推广民主法治村（社区）建

设浙江经验，以良法善治保障和美乡村建设。

近年来，浙江不断创新拓展法治理念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实践路径，教

育引导基层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截

至目前，浙江共建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72 家、浙江省民主法治村

（社区）5449 家。此外，浙江不断深化“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健全完善省市

县乡四级联动的分级培训制度，持续推进“1 名村（居）法律顾问+N 名法律明

白人”行动，围绕农村地区常见多发的矛盾纠纷，灵活运用多种方式，让矛盾

纠纷的化解不仅依法、理性，而且更有“人情味”。截至目前，浙江共培养近 18
万名“法律明白人”，并不断推动“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向企业、“三新”组织

等领域拓展。

近年来，浙江纵深推进“八五”普法规划实施，以“谁主管谁负责、谁执法谁普法、谁

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为抓手，打好守法普法“组合拳”，扎实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传，在法治实践中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以高水平法治宣

传教育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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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具有运量大、成本低、绿色低

碳等特点。今年以来，国铁集团持续深化铁

路货运市场化改革，加快铁路现代物流体系

建设，成立 40 个铁路物流中心，建立了市场

反应更加灵敏高效的运价机制，实施市场化

浮动价格的运量占国铁总运量的 57.8%……

随着多项措施落地实施，铁路货运呈现量质

齐升的良好态势。今年 1—10 月，国家铁路

货物发送量完成 32.8 亿吨，同比增长 1.3%，

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集装箱运量同比增

长 12.9%，集 装 箱 铁 水 联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18.4%，累计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480 多亿元。

开展物流总包，铁路部门
由承运人变为企业物流“规
划师”

开展物流总包，意味着铁路部门由简单

的承运人变为企业物流“规划师”，需提供物

流、仓储、金融、结算、信息等综合服务。

今年，包钢集团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集团公司签订了 3150 万吨全程物流总包合

同，委托铁路部门运输卷钢、线材等特型钢

材。“签订了物流总包合同，货物出厂后的所

有运输环节企业都不需要操心。”包头铁路

物流中心营销部主任张斌说。

“10 月 1 日，计划向北塘西发送卷钢 318
吨。”一接到信息，包头铁路物流中心客服专

员立马联系中铁快运公司，派出汽运车队到

企业取货；同时，对接货场，做好班次、车底、

装卸安排。

9 月 30 日 9 时，车队到达；9 月 30 日 14
时，装货完毕；9 月 30 日 17 时，到达货场；10
月 2 日 17 时，班列发车……依托智慧化、高

效率的全程服务体系，目前包钢集团厂内铁

路货车平均停留时间压缩至 23.7 小时，较此

前大幅缩短。

从承运人到“规划师”，工作量大幅增

加，对铁路部门而言有何好处？

“签订物流总包合同，有利于我们提前

锁定货源，保持运输平稳。”张斌介绍，签订

物流总包合同的客户一般会承诺一定的月

运量，铁路部门也会相应给予价格优惠，实

现共 赢 。 数 据 显 示 ，项 目 启 动 以 来 ，铁 路

部 门 已 累 计 发 运 钢 产 品 187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6%。

上海局集团公司为合肥光伏玻璃制造企

业量身制定物流总包方案，定制化开行“点到

点”快速班列；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与管内煤

炭企业实行“一对一”服务，按月签订物流总

包合同，保证合同运量兑现，今年疆煤外运完

成运量超过 8000 万吨……截至目前，铁路部

门已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 5.3亿吨。

试点“一单制”，一份单证、
一次结算、一箱到底

今年 3 月，满载 54 个集装箱淀粉货品的

铁海快线班列，从黑龙江富锦站启程，经辽

宁营口港出海，发往广州新沙港，这是东北

地区开行的首趟“一单制”铁海快线班列。

什么是“一单制”？“一单制”是指由铁路

部门统筹整个物流环节，实现一次委托、一

份 单 证 、一 次 结 算 、一 箱 到 底 的“ 门 到 门 ”

运输。

“以前，企业需要自己联系铁路、港口、

船运公司、汽运公司，自行洽谈价格、交接单

证、货物换装、短驳运输，手续繁琐且效率较

低。”哈尔滨铁路物流中心主任徐俊国介绍，

“一单制”由铁路部门全权负责，提供全链条

服务，实现一张运单全国通达。

实现“一单制”离不开数据共享。为此，

哈尔滨铁路物流中心与企业共享数据，打通

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从而实现班列、

班轮排期无缝对接。

“这一举措也受到港口和船运公司欢迎。”

徐俊国说，铁路班列货量大，有效缩短了船运

公司的集货时间，也减少了货物在港口的寄

存时间，运输效率提升 40%。货主只需登录

铁路货运 95306平台，运输过程全程可追踪。

目前，黑龙江省“一单制”铁海快线班列

每周至少开行 1 班，货品主要以淀粉、液糖等

品类为主，集货地点主要包括哈尔滨、富锦、

绥化等地，主要通过营口港运达福建、广东、

广西等地。

在湖北武汉，“一单制”铁水联运班列则

成为三峡“翻坝”运输的好帮手。

9 月 29 日，在临近三峡大坝的湖北枝城

港，从安徽铜陵港乘船而来的 5114 吨散货铜

尾渣，经“散改集”作业后，乘上火车一路向

西，奔向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此次运输同样是“一单制”服务，由铁路

部门提供全程管控服务，解决了不同运输方

式 间 换 单 手 续 繁 琐 、运 输 数 据 难 共 享 等

问题。

“水运货物从这里通过铁路绕过三峡只

需要 3 天，如果排队通过三峡船闸，时间会较

长。”枝城港生产总监谭乙兵介绍，目前，铁

路部门在武汉至成都间双向开行长江铁水

联运班列，助力缓解长江航道下游货物“翻

坝难”问题，较水路运输时间平均压缩 7 天，

节约物流成本 30% 以上。今年以来，武汉至

成都双向开行的长江铁海联运班列累计完

成翻坝运输 80 多万吨，全年预计运输各类物

资近 120 万吨。

北京局集团公司开行“港城班列”，搭建

起多个内陆城市通往天津港的物流快速通

道，河北石家庄运往天津港的钢材由 3 至 5

天缩短到“半日达”；西安局集团公司每日常

态化开行陕西西安至新疆乌鲁木齐“丝路电

商班列”，入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时效提高

约 12%，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10%……目前，

“班列+两端公路”多联快车产品已覆盖各省

会城市，“班列+班轮”铁海快线产品已覆盖

主要港口。

推广运费贷，缓解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推广铁路货运，降成本、增效益至关重

要。对此，铁路部门推出运费贷、信用证结

算、铁路单证融资等物流金融服务，助力缓

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福建省闽铁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

铁路运输代理、装卸合作、接取送达等业务

的物流公司，每月运量约 300 标箱、铁路运费

约 20 万元。

“作为物流企业，我们一般是先承运再

收款，但铁路运输需要先付款再运输。”闽铁

物流负责人林辉明说，这种先行垫付资金、

延后回笼收益的模式导致公司现金流压力

较大，难以扩大规模、抢占市场。

6 月 20 日 起 ，国 铁 集 团 推 广 运 费 贷 产

品，为物流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得知消息

后，闽铁物流随即与福州铁路物流中心永安

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三明分行签订了铁路

运费贷协议。“全程线上办理，从申请、授信

到放款仅需几分钟，效率高、手续少，很方

便。”林辉明说，银行给公司提供了 126 万元

授信额度，年利率较传统贷款低不少。

“铁路运费贷由铁路部门提供信誉凭证，

不需要企业提供抵押物，能有效解决铁路货运

企业授信难、审批流程复杂等问题，实现多方

共赢。”福州铁路物流中心永安营业部经理魏

政说，银行拓展了新业务，企业提高了资金周

转效率，铁路部门也能通过运费贷吸引货运企

业，助推铁路货运上量。

目前，运费贷已在全国推广，累计授信

融资总额达到 162.1 亿元。

今年以来累计降低社会物流成本480多亿元

铁路货运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
本报记者   李心萍

核心阅读

开展物流总包，保持货
物 运 输 平 稳 ；试 点“ 一 单
制”，提升货物周转效率；推
广运费贷产品，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今年以来，铁路
货运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
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加
快推进，累计降低社会物流
成本 480多亿元，铁路货运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高质量发展看亮点·读数R

冬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

县六堡镇山坪村，千亩茶园沐浴着暖阳，清

香四溢。

“这几年梧州六堡茶发展迅猛，离不开

金融支持。”六堡茶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

人祝雪兰说。据统计，苍梧农村商业银行

累计向当地六堡茶及相关产业投放贷款

2352 笔、金额 9.51 亿元，支持茶叶企业 21
家、茶商和茶农超 600 家。

在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如

何让金融服务更便捷、更专业？广西农商联

合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军介绍，近年来

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坚持科技创新，加快数字

化转型。广西涉农客户基数大、数据积累

多，为建立数据库，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与自

治区大数据局、农业农村厅和人民银行广

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深入合作，引入农业农

村、国土、政务、征信、金融数据，实现涉农行

业数据互联互通、共用共享，并在此基础上

率先建成广西的涉农数据标准统一体系。

以新一代数字化系统建设为契机，目

前，广西农商联合银行正强化自主可控能

力，降低外部技术依赖风险，累计完成 149
个信息系统上线，打造了多个金融科技创

新案例，各类系统平台先后荣获 34 项全国

及广西数字化创新奖项。推动金融服务领

域持续下沉，广西农商联合银行成功构建

五级金融服务网络。在这张庞大的网络

中，近 1.3 万个便民服务点遍布城乡，服务

半径直达广西所有行政村。在设立 2280 个

网点基础上，广西农商联合银行致力于提

供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先后打造

100 个乡村振兴特色支行、9 家科技支行，设立 147 家绿色专营机

构，不断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深化金融服务内涵。

精细化服务，更好支撑企业发展。为满足广大个体工商户

的需求，广西农商联合银行还联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设立“个体

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对广西全区个体工商户进行画像，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网格化授信服务，实现“应授

尽授”“应贷尽贷”，全区超过 220 万户个体工商户得到了授信，

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4260 亿元。

依托数字化、全覆盖的服务网络，广西农商联合银行服务乡村

全面振兴、服务实体经济取得显著成效，多项业务指标领先。该行投

放了广西约 25% 的小微企业贷款、33% 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35%
的涉农贷款、49% 的个体工商户贷款、61% 的农户贷款、99% 的脱贫

人口小额贷款。自 2021年实施“桂惠贷”政策以来，该行累计投放

“桂惠贷”2505 亿元，惠及 18 万户经营主体，直接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 47亿元，贷款金额、户数等多个指标保持广西全区同业第一。

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也实

现了自身业务的拓展与提升。到 2024 年 9 月末，该行资产、存

款、贷款余额分别达 13754 亿元、11365 亿元、8139 亿元，资产、存

款规模率先在广西银行业迈入“双万亿”台阶。采取积极措施、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为

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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