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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成效怎样？下一
阶段，主要政策思路是什么？中国人民银行近日
发布 2022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
上述问题作出回应。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精准有力。将充分发挥货币信贷政策效能，重
点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推动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平稳增长

稳货币是稳经济、稳就业、稳物价的重要基
础。报告指出，2022 年，人民银行加大稳健货币
政策实施力度，坚决支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2 年，人民银
行综合运用降准、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
现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方式投放流动性。4 月、
12 月两次降准各 0.25 个百分点，合计释放长期流
动性超1万亿元。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1.13万
亿元，为全社会提供的新增可用资金规模相当于
全面降准约0.5个百分点的力度。2022年末，金融
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2.0%。

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中国人民银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介绍，2022 年二季度以来，受
新冠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企业尤其是中
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信贷需求转弱，贷款增
长一度有所放缓。人民银行及时召开货币信贷形
势分析座谈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实体
经济力度。

根据报告，去年调增政策性开发性银行信贷
额度 8000 亿元，人民银行指导其投放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工具资金 7399亿元。2022年末，金融机构本
外币贷款余额为 21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比
年初增加20.6万亿元，同比多增4969亿元。

人民银行表示，下一阶段，将保持货币信贷
合理平稳增长。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
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支持金融机

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满足实体经济有效融
资需求，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保持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在“稳”的基础上，人民银行创新和运用结
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高质量发展增强“进”的
动力。报告显示，2022 年末，全国支农再贷款余
额为6004亿元，支小再贷款余额为14171亿元，再
贴现余额为5583亿元、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31528
亿元。

“过去一年，积极运用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
现、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区域协调发展的
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表
示，2022 年，继续运用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
持续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第四季度，人民银行向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提供激励资金 61.6 亿元，支持
其增加普惠小微贷款共计3107亿元。

同时，并行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支持经济向绿色低碳
转型。2022 年第四季度，人民银行通过两个工具
分别向相关金融机构发放资金 708 亿元、234 亿
元，合计942亿元。

此外，人民银行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普惠养
老、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政
策。支持金融机构对普惠小微贷款、收费公路贷
款阶段性减息。设立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支持
金融机构向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发放保交楼
贷款。

报告明确，将保持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稳定
性，继续对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普惠
性、持续性的资金支持。实施好普惠小微贷款支
持工具，保持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继续
并行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专项再贷款。运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和设备更
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有效满足制造业、社会服务

领域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设备更新改造
信贷需求。

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过去一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实际
贷款利率明显下降。

报告显示，2022年以来，引导1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 （LPR） 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降0.15
个和0.35个百分点。4月，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
整机制，督促银行参考以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
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期LPR为代表的贷款市
场利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9月，主要银行
主动根据市场利率变化，下调存款利率挂牌利率
和内部定价授权上限，其他银行跟进调整，存款
利率市场化迈出重要一步。

“去年，还放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中
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介绍，将全国层面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由相应期限 LPR 下调为
LPR 减 20个基点，二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保持不
变；将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 0.15 个
百分点，更好支持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报告提出，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畅
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
导机制，完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引导市场
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落实存款利率市场化调
整机制，着力稳定银行负债成本。发挥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推动企业融资成本和个人消
费信贷成本稳中有降。

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本报长春2月 27日电 （记者韩鑫、郑智文）
记者在26日在吉林长春举行的2023中国工业经济
高峰论坛上获悉：2022 年，我国先进制造业产业
集群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45 个国家级集群总产
值突破20万亿元。

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产业分工深化和集聚发展
的高级形式，拥有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
业集群，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自 2019 年先进
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实施以来，经过三年多

的实践，集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一批先进制造
业集群提质升级的步伐明确加快，在稳定工业经
济发展、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建设了 18 家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占全部国家级创新中心数量的70%，拥
有国家级技术创新载体1700余家，培育创建了170
多家单项冠军企业，2200 多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涌现出国产体外膜肺氧合机、生物航

空煤油等一批重要创新技术和产
品，集群对人才、金融要素的吸
聚能力不断增强，生态更加完
善，协同创新能力和效率进一步
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日益成为
产业创新的策源地，优质企业的
集群地，重大创新项目的承载地

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作为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的重要创新主体，近

年来我国加快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目前已
先后培育遴选了 7 批 1186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这些企业分布在制造业的重点领域和产业链
的关键环节，发展韧性强劲，创新能力突出，引
领作用凸显，成为实现工业经济稳增长，增强制
造业核心竞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
力量。

从创新能力看，前7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平
均研发强度为 5.74%，且在逐年提升。其中，第 7
批 单 项 冠 军 企 业 平 均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水 平 高 达
6.4%，远高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1.35%的水平。从
效率水平看，单项冠军企业近三年的平均营业收
入增长率达到 21.9%，销售利润率达到 11.1%，远
高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入实施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发挥集群集聚创
新资源的优势，强化一流创新基础设施和各类创
新平台建设；同时瞄准未来产业变革和制造业升
级方向，在集群内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开展数字
化改造，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优质制
造；此外，更好完善集群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机
制，壮大集群优质企业群体，加快培育一批具有
产业生态主导力和锻长板优势的链主企业，带动
形成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促进集群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推动国家级集群加快向世界级水平迈进。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45个国家级集群总产值突破20万亿元

辽宁省沈阳
市是东北重要的
先进装备制造业
基地。近来，沈
阳市的先进装备
制造业企业开足
马力保生产，生
产车间里一派繁
忙景象。图为通
用技术集团沈阳
机床的工人在车
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近年来，浙江省宁
波舟山港镇海港区外拓
市场、内提效率，通过
整合港口仓储、外贸、
集装箱运输等多种业
务，增强港口集聚和辐
射功能，确保货源充
足、生产顺畅，港口发
展稳中有进。图为 2月
26 日，镇海港码头外
甬江中往来的货轮。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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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 27日电 （记者
孔德晨） 27 日，由中国标准出版
社主办的“21 世纪中国质量管理
最佳实践”系列丛书新书首发式在
北京举行。该丛书由中国标准出版
社出版发行，贯彻落实《质量强国
建设纲要》，是精选企业质量管理
优秀实践案例、介绍企业先进质量
管理理念和方法经验的专著。

中国标准出版社社长王海东在
会上介绍，该丛书采取“1+X”编撰
出版模式，即由13个行业33家中国
质量奖及提名奖获奖企业共同编撰

1本精选各获奖企业质量管理优秀
实践案例的《中国质量管理最佳实
践集萃》，并由12家优秀企业各自编
撰1本介绍本企业先进质量管理理
念、方法、经验和最佳实践的专著。王
海东表示，以此系列丛书的发布为契
机，可向广大中小企业推广先进质量
管理方法、传播先进质量管理理念，
使这套丛书成为推广先进质量管理
成果、推动质量管理变革创新、弘扬
中国优秀质量文化的重要载体，成
为中国广大企业和组织提升质量、
打造品牌、增强竞争力的有益借鉴。

本报天津2月 27日电 （记者
武少民） 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铁路 （简称津兴铁路） 是促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落实落地的标志性
工程，东起天津西站，西至大兴机
场站，共设 6 座车站，全线长度
100.79公里。截至2月25日，津兴
铁路全线路基工程、箱梁架设已全
部完成，正线铺轨工程接近尾声。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京南工程项目管理部物资设备部
部长张琦介绍，预计 3 月份津兴
铁路正线铺设完成，完成后将实
现 与 既 有 京 雄 城 际 铁 路 并 轨 互
连。“津兴铁路年内全线建成通车
后，将进一步优化完善京津冀地
区铁路网布局，为京津冀一体化
发展开辟快速通道，也将对促进
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张琦说。

本报北京2月 27日电 （记者
王浩）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2 月 26
日，云南省腾冲灌区工程开工建设。
该工程是水利部2023年重点推进的
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总投资38.69亿
元，设计灌溉面积 58.81 万亩，设计
多年平均总供水量2.84亿立方米。

腾冲灌区工程的主要建设内容
为水源工程和输排水工程。水源工

程主要新建地盘关水库，水库总库
容6643.5万立方米；输排水工程主
要新建 13 条骨干输水渠系、总长
227.83 千 米 ， 续 建 配 套 渠 系 25
条、长度 246.23 千米，工程建成
后，可优化灌区水资源配置体系，
为灌区粮食及特色农业种植、腾冲
市中心城区及灌区沿线村镇提供水
资源保障。

云南省腾冲灌区工程开工

21世纪中国质量管理最佳实践丛书发行21世纪中国质量管理最佳实践丛书发行

津兴铁路正线铺轨已近尾声津兴铁路正线铺轨已近尾声

（上接第一版）
“搬来时是入秋，天气转冷，

大家都担心取暖问题，不少人家可
是磨了斧子的。”村委会主任普布扎
西回忆道，“现在看到好生态也能赚
到钱，再也没人‘惦记’村里这片林
子，村口设置了木材检查点，大家

‘值班’更积极认真了。”
除了组织日常巡护林工作，村

里还利用起了生态岗位。各家门前
“三包”，村里的公共区域，则由生
态岗位的群众负责打扫，村容村貌
也得到极大改善。“好生态，才会
有人来。”成了庞达村的共识。

援藏3年期间，汤旻则结合庞达
村特点，积极推进绿色乡村生态文
明实践项目、林下资源养殖项目和
蔬菜温室项目建设。村里成立高原
无公害蔬菜菌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去年生产的萝卜、西红柿、青椒卖
出了41.87万元，让群众实实在在享
受到了绿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边宁民安乐 谱写新篇章

走进仁青岗村村民次仁曲珍的
新 家 ， 厨 房 里 ， 70 岁 的 次 仁 曲
珍、64 岁的达吉和 62 岁的普赤正
在忙着和面、烧火、炸油饼。

3位老阿妈要赶在春节前，把
这些藏族特色食品和自家菜地里采
摘的新鲜蔬菜送到亚东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看望慰问常年驻守在国门
口岸的戍边战士。

“我是被金珠玛米（藏语，意为
解放军）抱着长大的，毛主席像和红
五角星、红领章，是我童年最难忘
的记忆……”从懂事起，次仁曲珍
就常听乡亲们讲金珠玛米解放西
藏，帮藏民修路、盖房子的故事。

有一次，次仁曲珍与同村的达
吉、普赤结伴到山里采药。山高路
滑，达吉不慎摔下山崖左腿受伤，3
人在雪地里哭作一团，所幸遇到在
山口巡逻的哨所官兵救助，方才脱

离险境。从那时起，她们便商量着一
定要报答山顶上解放军的恩情。

1982年，她们第一次踏上为哨所
官兵送菜的山路，这一送便是41年。

“没有战士们戍守，哪有咱今
天的好日子！我们给官兵送菜，就
是为了感谢共产党、感谢金珠玛
米。”次仁曲珍说。

在3位老阿妈的带动下，爱国拥
军渐渐成为仁青岗村村民的自觉行
动。3位老阿妈的7个孩子先后有5个
考上了大学。有些孩子虽然在外地
工作，但只要一回到村里，都会帮着
往哨所背蔬菜。每次上山前，村民们
都会从自家菜地里摘下新鲜蔬菜，
托3位老阿妈捎给哨所的官兵们。

不仅如此，常年驻守亚东的某
边防连指导员郎晓龙告诉记者：

“自 1982 年以来，3 位老阿妈先后
为这些哨所收发邮件包裹万余份，
转送维修的电器数百件，往返里程
近7万公里。”

同村的巴桑多吉两兄弟，也从
1984 年开始放牧守边生涯。冬天
一身雪，夏天一身泥，饿了吞糌粑，
渴了喝泉水。白天，翻山越岭，穿越
原始森林和山峰沟梁；晚上，以天为
被、地为床，三块石头支口锅，荒
无人烟的原始森林，解闷的只有一
台老式收音机，还要随时准备迎接
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害和野兽袭击。
有一次突下暴雨，巴桑多吉的摩托
车在泥泞的山路上打滑，差点跌入
悬崖，幸亏被一棵大树挡住，老人
的头部至今还有一道深深的疤痕。

除了放牧，大部分时间，巴桑
多吉兄弟俩都在重复着同一件事
情，那就是插国旗，他们每到一处
便将鲜艳的五星红旗立于一处，从
不间断。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共产党，
哪有幸福生活。”巴桑多吉兄弟说。

1.5 万余亚东儿女，像格桑花
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争做神圣国
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