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1 年 7 月 21 日 星期三
关注·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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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难、贵、慢一
直 是 农 户 融 资 的 痛
点。2020 年 7 月起，
浙江农信三门农商银
行创新试点“家庭资
产池”增信融资模式，
这一无须担保、凭借
家庭资产即可申请的
新模式，为乡村振兴
注入“活水”，成为推
动促进共同富裕的有
效路径。

  家 庭 资 产
池：“安居”带动
“乐业”

　 　 去 年 受 疫 情 影
响，承包了 200 亩对
虾养殖塘的叶才利养
殖收益不理想，流动
资金出现缺口。正发
愁时，叶才利了解到

“家庭资产池”政策，
经测算，自家两栋四
层楼集体产权农房和
合作社股权可增信融
资 50 万元。叶才利
的两个合伙人同样以
此种模式，分别获得
5 0 万元创业贷款。
这 150 万元资金解
了 三 户 人 家 的 燃 眉
之急。
　　谈及今年养殖效
益，叶才利喜上眉梢，

“上半年，第一批对虾
上市卖了 280 万元，
赚了近 90 万元。目
前，第二批对虾已进
入分苗阶段，将在 9
月底上市，预计会有
150 万至 200 万元
的收益。”
　　叶才利的创业致
富故事并非个例。原
先一些生活困难的人
找不到担保人，也拿
不出正规抵押物，只
能守着一亩三分田。
现在，他们知道祖辈
的 房 子 可 以 抵 押 贷
款，好多人就来到三
门农商银行，以贷款
资金做起经营性生意。
　　据统计，该行目前“家庭资产池”已投放
的 3776 户 4.84 亿元贷款中，用于农户创业
创收的有 2759 户 2.84 亿元，占比 58.67%。
在放贷农户中，以前从未贷过款的新增户是

“大头”，有 2917 户，贷了 2.95 亿元，农村“实
干家”再也不用为融资无门干着急。

“数据”跑腿，优化金融服务

　　年初，健跳镇大冲村的养殖户邵自劳夫
妇急需资金流转，前往三门农商银行进行贷
款咨询。由于在 2017 年已申请过 9 万元贷
款用于养殖塘承包，咨询前两人心里没底。
　　没想到，客户经理查看“家庭资产池”后，
发现他们 2020 年在县城新购置的价值 80
余万元的房子符合增信条件，便立即在系统
中提高了他的授信额度，以优惠利率快速获
得了 20 万元的再贷款。
　　线上快速放贷的实现有赖于多部门信
息共享，时时更新“池内”数据的机制免去了
客户跑部门、开证明的辛苦。
　　据介绍，在贷款前，智库、评议小组、银行
组成的“三级审核”机制为“家庭资产池”提供
数据基础；贷款后，三门农商银行与核心系统
的实时联动，不动产、社保、法院执行记录等
信息得以及时更新。这不仅保证了资产真
实有效，同时专员一对一实时反馈授信额度、
利率、用信操作等信息，客户也享受到“零次
跑”的便捷。

“软硬”资产兼收，“有德”即“有信”

　　 7 月 8 日中午，陈小平在自家快餐店里
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却十分热乎。得益于

“硬资产+软实力”的入池标准，创业初期缺
少房产、车产等“硬资产”的陈小平凭借道德
增信的“软实力”贷到了 30 万元启动资金，
走上创业路。“现在的收入，比起之前从盐场
下岗只能四处打零工要稳定得多”，陈小
平说。
　　在将“五好家庭”“党员家庭”“乡贤”等

“软资产”纳入道德增信因素，按市、县、乡分
级给予 3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的增信的
同时，“家庭资产池”也把新增经济合作社股
权、海域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涉农补贴、
金融资产等创新要素纳入“硬资产”考量
体系。
　　目前，三门农商银行已完成 275 个村、
9.88 万户全量农户信息的采集，通过家庭
资产池模型测算、家庭信用评估及背靠背评
议 ，评 估 并 入 池 的 资 产 价 值 已 达 5 3 . 2 5
亿元。
          （参与采写：颜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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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记者侠克）记者
20 日从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疫苗接种组织协调工作组获悉，按照国家整
体部署，北京市 7 月 20 日全面启动 12 岁至 17
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在京年满 12
周岁人群，含在校学生及非在校适龄人群。
　　据介绍，按照具体安排，北京市定于 7 月 20
日启动高中阶段 15 岁至 17 岁人群接种，8 月初

启动初中阶段 12 岁至 14 岁人群接种。在校学生
按照高中（含技工学校）、初中、特殊教育学校的接
种顺序有序安排 12 岁至 17 岁在校学生集中接
种，各区以学校或学区为单位开展组织工作。
　　非在校 12 岁至 17 岁人群则按照就业和
非就业安排接种。16 岁至 17 岁就业人群由各
行业主管部门与各区协同配合组织至指定接种
点进行疫苗接种。非就业人群（含 12 岁至 17

岁出国留学人员）由所在街道（乡镇）组织至
指定接种点接种。
　　据了解，此次 12 岁至 17 岁人群使用的
新冠病毒疫苗是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可
用于该年龄段人群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包
括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研制
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记者了解到，截至 7 月 20 日 12 时，北

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615.35 万
剂次，累计接种 1862.06 万人，其中 1764.34
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 18 岁及以上人群
新冠病毒疫苗第 1 剂接种率达到 95.63% ，
全程接种率达 90.61%。
　　未来，北京市将结合疫情形势、防控需
求、人群特点等情况，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开展
3 岁至 11 岁人群的接种工作。

北京启动12岁至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

　　新华社济南 7 月 20 日
电（记者邵琨）国务院安委会
重点督导检查组第十三组近
期来到山东日照、济南、烟台
等地检查安全生产，发现部
分企业安全生产操作不规
范，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开展不深入不扎实。
　　在山东日照，督导检查
组发现，日照交通能源发展集
团天然气公司加气母站部分
警示标志脱色，需要重新标
识；四氢噻吩（加臭剂）储罐处
缺少危害告知牌；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不深入
不扎实，工作人员回答不出三
年行动分几个阶段、当前处于
什么阶段、“两个清单”内容等
问题，问题隐患清单不规范、
没有制度措施清单，没有研究
部署三年行动重大问题等会
议记录；安全生产培训未全覆
盖，部分加气站无人员参加。
　　在济南，督导检查组发
现，山东济华燃气有限公司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不够深入，2021 年至
今未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和部
署三年行动相关工作。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安全培训记录不规范，
集团对下级单位“两个清单”
归纳梳理研究不够。
　　督导检查组认为，山东
省地市、县（区）个别企业单
位存在对国家及行业安全生
产政策规定学习掌握不透
彻、落实执行不规范等问题。
　　督导检查组要求相关方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有关任
务，切实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和集中攻坚治理工作，确保
安全生产稳定。
　　督导检查组还发现，部
分渔船无线电设备配备使用
存在隐患。“鲁岚渔养 66293”
违规携带其他渔船 AIS 防碰
撞 设 备 ；“ 鲁 青 新 渔 运
60023”擅自拆卸北斗终端设
备天线，存在脱离船位监管
风险。

　　山东有关部门对伏季休渔期间允许出海作
业渔船监管不到位。对个别专项作业渔船，特
别是部分养殖渔船出海生产监管不严，存在渔
船适航及船员适任情况核查不严不实问题。
　　督导检查组要求相关地市进一步加大安全
监管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
保安全生产。
　　新华社合肥 7 月 20 日电（记者曹力）日
前，国务院安委会第十一督导检查组深入安徽
省马鞍山、芜湖和合肥的港航企业和运输企业
等，通过查阅台账、现场检查等形式就水上运输
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全方位多维度检查。
　　督导检查组表示，安徽省扎实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向好，但在安全生产压力传导、基层工作落实、
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宣传、安全生产工作形成合
力、企业安全生产保障制度措施等方面还有待
进一步提升。
　　芜湖市晨光船务有限公司在 2018 年就进入
破产清算，但至今未完成重组或者清算。2018
年至今，该公司委托 3 家管理公司进行安全环保
管理，但自身主体责任没有落实，其所属的 13 条
从事海运的船舶共受到行政处罚 411 次。
　　在芜湖港 13 号码头渡口，码头上设置的
消防箱内消防皮龙带接口与消防栓接口尺寸不
符，不能对接使用。
　　马鞍山市水政监察支队对黄砂来源审核把
关不严，部分船只持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工地提
供的《砂源证明》，标明的出处并非黄砂产地。
　　此外，近年来，安徽籍内河船舶非法参与海
上运输现象严重，2021 年上半年被查处 464
艘次，安徽省已按交通运输部的要求，对所涉船
舶进行召回处理。
　　督导检查组建议，各相关部门要继续深入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提前针对当
前形势情况进行研判分析，充分掌握水上运输
特点规律，压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责任，聚焦长期
制约阻碍水上交通安全发展的顽症痼疾，加大
水上交通风险管控力度，实施精准治理。
　　近期，国务院安委会派出多个督导检查组赴
全国各地开展安全生产重点督导检查工作，扎实
深入排查治理重点行业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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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太原 7 月 20 日电（记者吕梦琦、高
敬）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 日向山
西省委、省政府反馈督察情况。
　　督察认为，山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制修订多部地方
性法规，建立纪检、组织、生态环境等多部门联
动问责机制，就生态环境质量恶化问题约谈有
关地方。山西省大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全
省 58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退出劣Ⅴ类，实
现历史性突破；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大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动担当

“华北水塔”责任。
　　督察同时指出，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虽然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但对标中央要求，对
照人民期盼，仍存在不小差距。一些地方和部
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态度不够坚
决、措施不够有力，上马“两高”项目愿望强烈，
能耗双控抓得不紧，审查监管责任落实缺位；大
气结构性污染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全省煤炭消
费底数不清，焦化行业环境问题突出，钢铁行业
去产能弄虚作假，交通运输结构调整行动迟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力度不够，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问题突出，违规“取水”问题多发，水
环境治理不到位；矿产资源开发长期积累的环
境问题突出。
　　山西省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
改、立行立改，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
境问题。截至 6 月底，督察组交办的 3123 件
群众举报问题已基本办结，其中责令整改 715
家；立案处罚 417 家，罚款 3896.58 万元；立
案侦查 5 件，拘留 7 人，约谈 171 人，问责
102 人。
　　督察强调，山西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察报
告，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 30 个工作日内
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
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山西省委、
省政府处理。
　　新华社沈阳 7 月 20 日电（记者孙仁斌）中
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7 月 20 日向辽宁
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
　　督察认为，辽宁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督察指出，辽宁一些地区和领域问题
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和部门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有的地方对绿色
低碳发展理解不够深刻，还存在传统路径
依赖，对“两高”项目管控不力。污染防治
工作存在不足和薄弱环节；大气污染防治
存在不足，2020 年，沈阳和抚顺市优良天
数比例、营口市 PM2.5 年均浓度下降比
例未达国家要求；渤海综合治理一些任务
推进不力。部分入海河流水质恶化，全省
入海河流总氮平均浓度比 2017 年升高
32.3% ，部分地方违反要求实施填海工程；
自然生态保护等领域问题比较突出，大连
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仍存
在大量养殖活动。湿地保护不到位，辽宁
省林草部门未按要求编制全省湿地保护

“十 三 五”规 划 ，全 省 违 规 侵 占 湿 地 问 题
突出。
　　辽宁省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
改、立行立改，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
境问题。截至 6 月底，督察组交办的 4660
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基本办结，其中责令整改
748 家；立案处罚 515 家，罚款 5515.1 万元；
立案侦查 24 件，拘留 5 人，约谈 261 人，问
责 253 人。
　　督察要求，对失职失责问题，辽宁省要严
肃、精准、有效问责；对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或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的，按有关规定
办理。督察强调，辽宁省应抓紧研究制定整
改方案，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
院，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规定向社
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
辽宁省处理。
　　新华社合肥 7 月 20 日电（记者程士华）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 日向安徽
省委、省政府反馈督察情况。
　　督察认为，安徽省聚焦建设绿色江淮美
好家园，扎实推进长江、淮河、新安江、江淮运
河四大生态廊道建设，积极推动开展生态文

明示范创建。2020 年，安徽省 PM2.5 年均
浓度较 2015 年下降 25% ，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较 2015 年提高 5 个百分点。近 3
年，安徽省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 168 万吨
/日，新建污水管网 3954 公里，地表水国考
断面优良比例 87.7%。实施巢湖碧水、安澜、
富民“三大工程”和环巢湖十大湿地等重大项
目，修订《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
规，出台《安徽省省直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清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
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督察同时指出，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但对标中央要求，
对照人民期盼，仍有明显差距。一些地方和
部门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存在不足，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用心用力不够。同时，长江及巢湖保护修
复仍不到位，巢湖等重要湖泊综合治理工作
推进仍有差距，污水下江入河问题依然存
在。皖北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不力，工业
窑炉超标问题突出，燃煤小锅炉淘汰工作不
严不实。
　　另外，还有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亟
待解决。饮用水水源地清理整治不彻底。
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不到位。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不力。部分工业园区环境污染问题突
出 。 淮 河 流 域 湖 泊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仍 不
到位。
　　安徽省高度重视督察工作，边督边改、立
行立改，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
题。截至 6 月底，督察组交办的 3815 件群
众举报问题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3310 件，其
中责令整改 1906 家；立案处罚 421 家，罚款
2716.6 万元，立案侦查 16 件，拘留 25 人，约
谈 452 人，问责 29 人。
　　督察强调，安徽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
察报告，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 30 个
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
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
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安徽
省委、省政府处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
向山西辽宁安徽反馈督察情况

福建福安：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7 月 20 日，福安市赛岐镇象环村村民刘雅容在采摘葡萄。
  近年来福建省福安市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特色”的产业格局，以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葡萄、水蜜桃、芙蓉李、脐橙等特色水果，种植规模都超过万亩，四季瓜果飘香。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