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下 “洁净 ”的种子
田祥磊

������8 月 30 日， 本报一版刊发了 《“创
卫”关注民生 受益百姓称赞》的小稿。两
个小区的业主代表把两面锦旗送到周口

市卫健委，对“创卫”以来小区环境发生
的巨大变化表示感谢。

前些日子笔者看到， 一小区因管理
不力在大门口被悬挂“黑旗”，迫使该小
区规范车位、修剪花草、清理垃圾，还小
区居民一个干净的环境。

市委书记刘继标强调， 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 目的就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提升周
口的城市形象和美誉度； 要始终坚持创
建为民，不图牌子、不为称号。“创卫”要让
市民满意，让群众满意；要秉持“为民、惠
民、靠民、利民”原则，不摆花架子，不做表
面文章， 不怕露丑……几个月来，“创卫”
带来的改观让人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
到，市民才由此点赞，才由此感谢。

如今， 走在周口中心城区的大街小
巷，我们随处可见市容市貌的显著变化：
水更清了，草更绿了，路更平了，道更畅

了，基础设施更健全了；市场更有序了，
工地更规范了；食品更安全了，公共卫生
服务更高效了……这些看得见、 摸得着
的变化，让市民感受到“创卫”是一项实
实在在的惠民工程， 优美整洁的环境让
市民生活得更舒心、更幸福。

“创卫”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纠
正了不合理的行为习惯， 营造了有序的
生活环境；“创卫” 提升了群众对公众事
务的关注度和参与意识。俯下身，拾起街
头一片小纸片；弯下腰，捡起路旁一个饮

料瓶；改变乱停乱放、乱摆乱设、乱丢乱
扔的陋习……每一位市民都有了主人翁
意识，在心中播下“洁净”的种子，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 积极维护整洁的市容环
境，让周口的明天更美好。 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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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请找周口市农信社（农商银行）
小微贷事业部→上门服务 、利率低 、放款快 ！
贷款产品主要有：商户贷款（商贷通 ），工作人员贷款
（公职贷），自然人贷款（全家福 ）。

李经理：13526256169张经理：15538663120
陈经理：19913275218高经理：1991327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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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非经过不知难。
70年的周口金融，以 1978年为界，呈现了

两种不同的面孔。 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下，金融既单一又边缘。 改革开放
后，金融被赋予新的逻辑和地位，成为现代经
济的“腹心”。

70 年，周口金融机制从无到有，金融市场
从中央银行“一枝独秀”，到商业银行和政策性
银行百花齐放、枝繁叶茂，金融与所有人产生交
集，“飞入寻常百姓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在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下，银行业的
改革和发展关系到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

系改革与发展的成功与否。
从上世纪 90 年代拉出一条时间线 ：1990

年 4 月， 中行周口支行成立；1992 年 11 月，工
行周口地区中心支行更名为工行周口分行 ；
1993年 7 月，农行周口地区中心支行更名为农
行周口分行；1994 年 12 月，建行周口地区中心
支行更名为建行周口地区分行；1996 年 12 月，
农发行周口地区分行挂牌成立；1999 年 1 月，
人行周口地区分行更名为人行周口地区中心

支行……
撤地设市后，2004 年 1 月， 周口银监分局

挂牌履职；2005 年 6 月，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周口市办公室宣告成立， 承担着对全市
10 家县级农村信用联社、205 家农村信用社的
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2009 年 9 月，周
口市城市信用社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组建周口
市商业银行，于 2011 年 6 月更名为周口银行，
后被合并为中原银行；2018年 10月，周口市农
信办和周口市市区农信联社整合组建改制成

周口农商银行……
银行业数十年来的改革和发展，推动全市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我市生产总值实现了从
1993年的过百亿元， 到 2015 年过两千亿元的
跨越。 2018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2687.22 亿元。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的金融支撑。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于优化经济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关期，经济结构的改革深化需要银行业高效跟进并
提供支持”，“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 习近平总书
记对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了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质属
性的认识，为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多年来，我市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切实抓好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
任务，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
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速“中原港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资金投放实现持续增长

2003 年，我市全年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 338.29 亿元，各项贷款余
额 350.6 亿元。 截至 2019 年 5 月末，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
余额 3390.72 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372.47 亿元。 特别是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2018 年再贷款累计使用及余额达历年使
用之最。

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信贷投放力度。 组织银行对全市重点项
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点民营企业等进行逐一走访，对合理融资需求做
到应贷尽贷。督促机构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服务全市“百城提质增效工程”
“中原港城”等重大战略，积极对接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资金需求，全面
支持铁路、公路、水利、城市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消费民生领域发展。 截
至 2019 年 5 月末，全市支持电子信息等产业贷款 1.12 亿元、工业转型升级
项目贷款 10.22 亿元、节能环保贷款 4.1 亿元、文化产业贷款 7.04 亿元、棚
户区改造贷款 42.28亿元。

稳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稳定对于经济平稳运行、社会和谐发展和拉动就业都具有重要促
进作用。2018年 7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六稳”之策，其中“稳
金融”被放在第二位。

保障中小微企业信贷需求。 2015 年，全市涉农和小微企业本外币贷款
余额分别为 652.6 亿元和 220亿元。 近几年，通过深化“银税互动”“双基联
动”“银商合作”“银担合作”，到 2019 年 6 月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931.02
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433.78亿元，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含）以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183.40亿元。 （下转第二版）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喜获全国党报媒体融合大奖
本报讯 （记者王伟宏岳建辉文/图）

日前，从在昆明召开的“壮丽 70 年 奋
斗新时代———2019年全国党报媒体融合
高峰论坛暨社长总编看昆明” 活动现场
传来喜讯，周口报业传媒集团被评为“全
国党报媒体融合发展创新单位”（如图）。

近年来，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坚持把
媒体融合发展当作头号工程， 夯实基
础、整合资源、深挖潜力，推出一批传播
广、点击量高、口碑好的融媒体作品，不
断放大媒体的 “音量”， 影响力已突破
150万人。 目前，集团运营“三网一端”、
周口日报微信平台、周口晚报微信平台
等 14 个平台，同时还代运营银行、医院
等职能部门近 10个新媒体平台， 初步
构建了周口新媒体矩阵。 周口晚报微
信公众号稳居河南时政类公众号第三

名， 并成功直播了省运会开闭幕式、吟
龙诀国际拳王争霸赛、 齐秦演唱会、许
巍演唱会、周口人讲周口故事（系列）等
20多场次。 结合学生假期，集团融媒体
中心制作的 3分钟动漫视频《暑期安全
防溺水》 阅读量达 37 万； 精心制作的
《周口一分钟》 快闪视频至今没有被超
越，拍摄制作的 3 分钟省运会彩排视频
受到市委领导的表扬……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国报协党报分
会、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主办，昆明报
业传媒集团（昆明日报社）、城市党报研
究杂志社承办。 53 家主流媒体社长总
编齐聚昆明， 共商媒体融合发展策略，
分享各地生动实践和成功案例。 35 家
“全国党报媒体融合发展创新单位”受
到表彰。 ①6

《求是 》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9 月 1 日
出版的第 17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
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关系国家发
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对实现 “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新形势下，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 关键是要正确把握几个
关系，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 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
发，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
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生力军。

文章指出， 要全面把握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两年多来，有关部门
和沿江省市做了大量工作， 在强化顶层
设计、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转型发展、探
索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

展。同时，也要清醒看到面临的困难挑战
和突出问题。

（下转第二版）

������8 月 30 日上午，扶沟县城郊乡马
村罗会刚夫妇正在整理刚刚采摘的葡

萄。几年前，罗会刚夫妇从陕西省宝鸡
市回到家乡创办诚信家庭农场， 流转
土地发展葡萄种植。如今，他们二人已
流转土地 20 多亩，带动周边群众发展
葡萄种植， 成为当地返乡创业中的佼
佼者。 记者 刘俊涛 摄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胡志广 陈希梁

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与地方实际有

机结合？今年以来，太康县朱口镇按照乡
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聚焦乡贤平台、产业
服务平台、说事评理平台、返乡创业微信
平台“四个平台”建设，探索了一条符合
朱口发展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

乡贤平台：筑巢引凤聚贤才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产业

振兴的关键是人才。 朱口镇念好“人才
经”，在“引才聚才”“育才用才”上持续
用力，通过“搭台子”“铺路子”，打造朱
口镇乡贤平台。在今年 1 月召开的全镇
成功人士座谈会上，经镇党委、镇政府
积极倡议，在中国好人王勇，优秀企业
家曹松伟、杨荣辉，道德模范刘士义等
的努力下， 朱口镇乡贤联谊会正式成
立。 镇党委制定乡贤标准，通过本人自
荐、领导举荐、会议推荐、支部研究等方
式，有效保证了乡贤发展质量。 乡贤联
谊会以乡情为纽带， 吸引了一批有资

金、有技术、有信息、关注家乡发展的能
人回乡投资兴业。 同时，该镇注重发挥
退休在家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
传统乡贤的作用， 在复原退伍军人、返
乡大学生、有文化懂技术的农民中培养
新乡贤，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

乡贤联谊会不仅为家乡建设提供

信息、技术 、管理等方面的帮助 ，而且
主动参与家乡的日常工作。 爱心人士
杨荣辉发起成立了朱口镇爱心公益慈

善协会，注册人数 286 人，帮助 162 名
孤寡老人、29 名困境儿童解决了家庭
困难。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赵
永昌） 初秋时节 ， 商水县平店乡 ，渔
网 、服装加工厂内机声隆隆 ，连片大
棚的田园里瓜果飘香 ，玫瑰花卉基地
鲜花怒放 ， 烟叶田里和苗木基地 、药
材基地翠绿葱茏 ，处处一派喜人的丰
收景象。

“我们平店已经形成渔网编织、玫瑰
花卉、优质瓜菜、服装日用品加工四大特
色产业，还有烟叶、药材、苗木三个新亮
点支撑发展。 这些竞相呈现的产业已成
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昨
日上午，平店乡党委书记陈静指着全乡

产业分布示意图告诉记者。
渔网“编出”致富大道。 在该乡李

岗村的商水龙巢网业公司扶贫车间

内，63 岁的脱贫户李德航正忙着给渔
网钢框压弯。 “外出干活年纪大了没人
要，在这里每月能挣 2000 多元，从车间
到家里步行不到 10分钟， 农忙还不耽
误种地。 ”李德航高兴地说。

“我们采取 ‘公司+分厂+联系
点+农户+贫困户’的模式，优先吸纳贫
困户就业 ，公司已发展 30 多个分厂 、
1 万多个农户，每年生产的 300 多万条
渔网大部分销往东南亚市场， 带动成
千上万名 ‘巧媳妇 ’、留守老人发家致
富……” 龙巢网业公司经理罗国昌告
诉记者。

近年来， 该乡发展以渔网编织为
主的“巧媳妇”工程 40 多个，实现了全
乡 28 个行政村“巧媳妇”工程全覆盖，
安排就业 1 万多人 ， 其中贫困人口
1200 多人，户均增收 1.5 万元，成为全
乡脱贫增收的主渠道。 （下转第二版）

朱口镇：“四个平台”助力乡村振兴
平店乡：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