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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今年以来，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简称“中行山西省分行”）围绕做

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 5 篇文章，聚焦山

西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的职责定位，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

根本宗旨，持续提质增效，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 11 月

末，中行山西省分行当年贷款净增超过 500 亿元，新增投放领跑当地

同业。

向“新”图强  激活科技金融引擎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型企业扮演着科

技创新主体的重要角色。中行山西省分行不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体系，针对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特点，创新研发“科技积分贷”“知识

产权质押贷”等产品，为企业打造“一站式”“全链条”金融服务。

晶科能源“年产 56 吉瓦垂直一体化大基地项目”是山西重大转型项

目，中行山西省分行作为首家对接项目的金融机构，成功为其批复 25 亿

元授信总量。同时，中行山西省分行与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

和信息化厅、科学技术厅等单位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重大项目

清单，开展专项服务，逐一对接支持。截至目前，中行山西省分行 2024
年新支持科技型企业近 400 家，当年科技贷款增量首次突破 110 亿元，科

技贷款规模及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逐“绿”前行  打造绿色金融品牌

中行山西省分行着眼“双碳”目标，积极探索“绿色+转型”金融新思

路，依托集团“中银绿色+”品牌体系，以发展的“含绿量”提升增长的“含

金量”，为当地提供优质绿色金融服务。

近年来，中行山西省分行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通过

加强规划设计，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大对“降碳”“减污”“扩绿”等相关

行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参与 5G 智能矿山建设等项目，有效解决节能环

保、清洁能源等行业面临的投资周期长、抵押物不足等难题。截至目

前，中行山西省分行绿色贷款余额、绿色债券承销量等可比数据均位列

省内同业前列。

支小助农  扛牢普惠金融责任

作为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普惠金融连着群众的生

活和企业的生产。中行山西省分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

普惠金融产品送至工地厂房、田间地头、百姓家中，不断提高社会民生、

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

中行山西省分行不断完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因地制

宜打造特色化融资产品，创新研发“晋创谷贷”“药材贷”“冬枣贷”等一

系列专属普惠金融产品，全面构建综合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切

实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同时，中行山

西省分行还充分利用“惠如愿”普惠金融综合服务 APP，实现与客户面对

面沟通，为县域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客户搭建线上普惠金融信贷服

务渠道。截至目前，中行山西省分行普惠金融贷款较年初新增超百亿

元，增速达 44.07%，以实际行动彰显国有大行担当。

全面布局  提升养老金融服务

中行山西省分行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新挑战，

积极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全面布局养老金金融、养老个人金融、养老

产业金融三大领域，打造全球化、综合化、场景化三大优势，积极构建

“金融+”养老服务体系，助力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

数智赋能  强化数字金融发展

近年来，中行山西省分行不断探索创新“AI+金融”应用场景建设，

年均研发特色应用项目 40 余个，先后推出了云缴费、中银 E 贷、中银智

管等“金融+非金融”数字化产品，满足客户支付、授信、资金监管等金融

产品服务需求。今年以来，累计交易金额达数百亿元，实现了“用数据

赋能业务，用科技服务客户”。

未来，中行山西省分行将继续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

性，坚定不移做好金融 5 篇文章，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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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发布名为《近

东和北非地区可持续土壤治理区域行动计划》报告，呼吁全

球提升对农业用地退化问题的重视。这份报告是在《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期间发布

的，旨在呼吁各国不断提升土壤监测和治理能力，并强化区

域内和区域间合作。

粮农组织在报告中说，近东和北非大部分地区处在极度

干旱、干旱或半干旱地带，年平均降水量仅 217 毫米，且人口

密度较大，对有限的土壤和水资源形成压力。粮农组织助理

总干事兼近东和北非区域代表埃尔瓦尔表示，土地恢复是确

保粮食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之本，土地退化造成近东和北非

地区每年 90 亿美元的损失以及土壤生产力减少，但是这一区

域依然有潜力成为可持续土壤治理的典范。

防治土地退化是 COP16 上的重要议题。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5 提出，“保护、恢复和

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

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据统计，

全球高达 40% 的土地已退化，对气候系统、生物多样性以及

民众生计造成影响。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

指出，恢复土地和应对干旱等问题的资金需求极为庞大，预

计到 2030 年，全球累计投资需达到 2.6 万亿美元。

粮农组织先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 16.6 亿公顷土地由

于受人类影响而退化，其中 60% 是包括农田和牧场在内的农

业用地。COP16 期间，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约翰·罗

克斯特伦主持编写的一份报告指出，非科学的农业生产方式

造成了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污染，是导致土地退化的重要

原因。此外，不合理的灌溉方式浪费了有限的淡水资源，过

量使用氮肥和磷肥也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粮农组织呼吁综合采取农业改革、土壤保护、水资源管

理、数字化解决方案、可持续或绿色供应链、公平的土地治理

等举措，遏制土地退化。报告说，新技术与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的结合，以及精准农业、遥感技术和无人机等创新手段，能

够实时监测和应对土地退化问题。同样，精准施用水、养分

和杀虫剂以及早期病虫害检测，也能带来显著效益。

国家和区域发展机构阿拉伯协调小组在 COP16 期间宣

布，将在 2030 年前投入 100 亿美元，以应对土地退化、荒漠化

和干旱等重大挑战。伊斯兰开发银行行长穆罕默德·贾西尔

表示：“这 100 亿美元的承诺体现了我们共同应对当今最紧迫

挑战的决心。通过修复退化土地、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我们

不仅要保护生态系统，更要确保全球最脆弱群体的生计，提

高他们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中 国 在 土 地 恢 复 方 面 的 成 功 经 验 得 到 各 方 肯 定 。

COP16 中国馆举行的边会上，中方发布了《中国土地退化防

治情况研究报告》。报告系统总结了中国土地退化防治的政

策理念、重要举措和进展成效，梳理了中国深入参与荒漠化相关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工作，以及

对推动完善荒漠化公约机制、制定战略框架、强化全球荒漠化治理作出的贡献。

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采艺介绍，经过 40 多年不懈努力，中国实

现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贡献 1/4 新增绿化面积，成为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

长的国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创新的土地退化防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里约三公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协同增效的“中

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阿拉伯国家联盟环境与气候事务司司长马哈茂德·法萨拉说：“土地退化影响了粮食安全

和生物多样性，还威胁着人们的生计，尤其是在生态脆弱地区。”中国在土地修复方面取得的成

就以及对可持续生态发展的承诺，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经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迪亚内·克

莱米指出，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引领作用对于全球环境治理至关重要。 （本报迪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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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久前发布有关“加拿大

当代形式奴隶制”的报告指出，临时外国工人在加

拿大工作面临多种剥削，包括克扣工资、无薪加

班、长时间工作、休息时间受限、防护设备不足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加拿大需要建立和执行

明确的监督框架以保护工人权利，解决助长剥削

的歧视问题，敦促加拿大完善立法，对相关公司执

行强制性人权调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在走访加拿大

渥太华、蒙克顿、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地

后，发现参与加拿大政府“临时外国工人计划”的

工人面临精神和身体虐待、克扣工资、工作环境恶

劣、工作时间超长、难以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等境

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指出，加拿大的这一

计划已持续数十年，该计划有利于雇主，但不利于

工人维权。

据悉，加拿大政府的“临时外国工人计划”允

许一些行业的雇主在无法找到本地工人时引进外

国工人。外国工人需缴纳一定费用参加该计划，

以寻求在加拿大获得“更好”的薪资机会。报告指

出，很多外国工人甚至借钱参加该计划，并用他们

在加拿大取得的工资偿还债务。临时外国工人通

过所谓的封闭式工作许可证与雇主绑定，只能为

申请将他们引进到加拿大的雇主工作，工人往往

缺乏对自己权利的了解。雇主通常也会阻止工人

向社会组织寻求帮助。

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的数据显示，2023
年，该国企业获准雇用约 23.96 万名临时外国工

人 ，是 2018 年 的 两 倍 多 ，主 要 从 事 餐 饮 、建 筑 和

医疗保健等行业。来到加拿大的临时外国工人

数 量 不 断 增 加 ，改 善 了 当 地 一 些 行 业 的 劳 动 力

短 缺 状 况 ，但 外 国 工 人 权 利 受 侵 害 案 例 也 持 续

增加。

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马杜·维尔马移民司法

中心制作的纪录片《混乱与控制》反映了临时外国

工人在加拿大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其中一名外国

工人坦言：“心理虐待是家常便饭。”她表示，“临时

外国工人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我们会因上厕所

而受到训斥和羞辱，雇主甚至不经允许就打开我

们的邮件。当雇主不遵守规定时，我们也不敢去

投诉，投诉意味着我们可能失去工作机会，我们一

直受到威胁。”

加拿大移民工人正义组织工作人员克里斯·

拉姆萨鲁普介绍，很多受伤的临时外国工人在恢

复健康之前会被扣工资或被迫带病返岗，如果他

们试图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或雇主补偿，则会被遣

返回国。拉姆萨鲁普说：“我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

的政策，我们不能从有色人种工人的血汗、眼泪和

牺牲中获利。”

联 合 国 人 权 理 事 会 在 报 告 中 强 调 ，与 其 他

新 移 民 不 同 ，临 时 外 国 工 人 无 法 从 联 邦 安 置 服

务 中 受 益 ，而 联 邦 安 置 服 务 本 应 该 向 他 们 提 供

应 享 权 利 的 相 关 信 息 ，提 高 他 们 参 与 社 会 活 动

的 能 力 。 在 雇 主 眼 中 ，封 闭 式 工 作 许 可 证 是 必

要 的 ，这 样 他 们 才 能 收 回 招 聘 和 运 送 临 时 外 国

工人的成本。

此次发布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与加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移民工人中心 2022 年报告中

关于虐待临时外国工人的相关调查结果有很多相

似情况。撰写 2022 年报告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移

民工人中心律师阿曼达·阿齐兹表示，“不幸的是，

外国临时工人遭虐待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积极的

改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报告显示—

临时外国工人在加拿大工作面临多种剥削
本报记者   谢佳宁

    12 月 15 日，新近完工的埃塞俄比亚卡里提环线—布尔布拉—克林图公路两侧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由中交一公局集团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埃友谊长跑接力赛顺利开跑。图为

中埃友谊长跑接力赛现场。 张洪卫摄   

日本国会通过2024财年补充预算案
据新华社东京 12月 17日电   （记者刘春燕、欧阳迪娜）日本

政府 2024 财年（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3 月）补充预算案 17 日获国

会参议院批准。由于众议院此前已通过这一补充预算案，参议

院的批准意味着该补充预算案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24 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

13.94 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54 日元）。其中，3.39 万亿日元将用

于应对通货膨胀，包括继续向汽油销售商提供补贴、重启电费和

燃气费补助，以及向低收入家庭发放补贴等。

本版责编：张梦旭   岳林炜   刘   刚

以防长：将继续对加沙进行军事控制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12月 17日电   （记者王卓伦、陈君清）以

色列国防部长卡茨 17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

动结束后，以色列仍将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军事控制。

卡茨说，一旦以色列“击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力量和统治力量”，以色列将以“完全自由

的行动”来控制加沙地带的安全，就像在约旦河西岸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