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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毕节市以申建普

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契机，通过明晰

绿色普惠服务内容、创新绿色普惠服

务模式、优化绿色普惠服务方式等措

施，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

展，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助力毕节经

济高质量发展。

明 晰 绿 色 普 惠 服 务 内 容 。 印 发

《关于促进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融合发

展 助力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申建的工

作方案》，明确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

引导金融机构完善内部管理，加大信

贷投入。制定绿色普惠融合发展重点

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

任人，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抓实抓细。

如，中国人民银行毕节市中心支行指

导省联社毕节审计中心制定 《关于推

进绿色普惠金融改革创新发展试点县

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导地方法人金融

机 构 围 绕 体 制 机 制 、 产 品 创 新 和 服

务、绿色普惠贷款投放等推动绿色普

惠金融发展。

创新绿色普惠服务模式。督促金

融机构按年制定工作计划，设立绿色

普惠专营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对绿

色普惠贷款实行优先审批、优先放款

和更低利率，开展绿色普惠信用工程

建设，创新推出“方兴贷”“绿色普惠

贷”等信贷产品。以探索林业碳票价

值实现机制为契机，探索信贷融资、

保险保障、碳汇交易等运用渠道，推

动实现林业碳票资产 100%变现。截至

目前，毕节市首张林业碳票由贵州银

行毕节分行通过“林业碳票质押+保

证”的“混合型”方式，为毕节市农

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 500 万元；第

三张林业碳票由中国建设银行毕节分

行通过“林业碳票质押+担保”的“混

合型”方式，为毕节市农发集团贷款

4000 万元；第四张林业碳票由持有人

贵州乌蒙利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将茶

园林业碳票作为质押物，单独以“质

押型”融资方式，向织金惠民银行贷

款 100 万元。

优化绿色普惠服务方式。加强贵

州 大 数 据 综 合 金 融 服 务 平 台 推 广 运

用，发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

推动银行机构入驻贵州金融服平台，

积极开展“银税合作”“信易贷”等业

务，为银企融资对接提供便利。针对

小微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内部控

制管理不够严格等，银行业金融机构

运 用 互 联 网 、 大 数 据 等 金 融 科 技 手

段，挖掘涉企信用数据，开发线上线

下企业金融服务产品。截至目前，全

市 29 家银行金融机构、12 家政府性融

资担保公司、46057 家企业入驻金服平

台，解决 729 家企业融资需求，累计授

信 25.83 亿元、放款金额 20.94 亿元。

（毕节市委改革办、市金融办供稿）

毕节市

“三举措”推动绿色金融
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

本报讯 （赵 梅 报道） 近年来，

毕节高新区全力推进市场开拓，助力

企业保订单、稳份额，推动外贸保稳

提质。

“我们企业现在主要生产的是韩

国、南美、欧美的订单。目前来说，

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贵州壹星户外

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俞联盛说。

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

发、生产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企业，

2021 年 10 月底入驻毕节高新区工业园

区，目前主要生产各种户外帐篷、蚊

帐、睡袋等产品。

今年以来，在多项稳外贸政策举

措支持下，该公司紧紧抓住发展机

遇，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努力拓展

市场，力争订单量实现新突破。

“上半年，公司产值达五六百万

元，后续订单还在洽谈中，今年预计

能够达到两千万元左右。”余联盛表

示，公司将继续开拓市场，进一步做

大做强。

贵州华禾制锁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入驻高新区工业园区，是一家专业生

产各类型号直开挂锁、横开挂锁、铜

挂锁、千层锁、四方锁、骆驼锁等锁

具的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洲、非

洲、东南亚等地，2022 年月产量达到

100 万把，产值近 3000 万元。

该公司总经理黄右奎说：“我们的

产品主要是通过外贸公司，出口到欧

洲、非洲、东南亚。今年以来，随着

市场持续回暖，公司订单也在不断增

加。”

近年来，贵州华禾制锁有限公司

立足市场需求，加大研发投入，加快

转型升级步伐，努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目前我们每个月的平均产量在

150 万把。”黄右奎说，企业将继续加

大研发力度，开发新产品，提高核心

竞争力。

据统计，2022 年毕节高新区外贸

进出口完成 3538 万美元，完成目标任

务 176.9%，外资入账 53 万美元。今年

以来，毕节高新区紧紧围绕有进出口

需求的毕节明月工艺、贵州贵航新能

源、七彩玫瑰内衣等企业，进一步强

化服务保障，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助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

毕节高新区

外贸订单稳 发展动力足

工人在贵州华禾制锁有限公司车间忙碌工人在贵州华禾制锁有限公司车间忙碌

本报讯 （赵 刚 汪 沙 报道） 随

着中秋节临近，月饼市场迎来一年一

度的销售旺季，百里杜鹃管理区各月

饼加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以满足市

场需求。

近日，笔者走进百里杜鹃金坡乡

张家手工月饼加工坊 ，工人们正忙着

和面、擀皮、包馅、压模……现场一

派繁忙景象。

“每年中秋节前夕都很忙，我们生

产 的 月 饼 有 叉 烧 味 、 五 仁 味 、 玫 瑰

味 、 酥 麻 味 、 椒 盐 味 ， 深 受 大 家 喜

爱。”金坡乡张家手工月饼生产加工坊

负责人张流祥做手工月饼 40 多年了，

现在他把生意交给儿子们。

多年来，张家手工月饼生产加工坊

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精选当地特色农产

品为原料，逐渐改良月饼制作工艺。

“我们去年来买过张家手工月饼，种类

多，味道好，价格也实惠，今年又来多

买点。”顾客彭永秀说。

近期，百里杜鹃不少糕点生产企

业根据市场需求，在销售旺季及时推

出纯手工、简装平价、口味丰富的月

饼新品，以消费者的购买及品尝体验

为 基 础 ， 不 断 开 拓 线 上 线 下 销 售 渠

道，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百里杜鹃管理区

中秋将至月饼生产忙

送技到地头 增收有盼头
——七星关区整合科技特派员力量

服务“三农”工作小记
□ 成晓娇

本报讯 （李继航 邵安乐 报道）

日前，威宁自治县岔河镇云沙村的西

红柿种植大棚内，一串串红绿相间的

西红柿垂吊在藤蔓上，务工群众忙着

采摘、挑选、装运，为秋日农忙增添

色彩。

“番茄采收不能沾水，早上有露

水，摘下来不立即处理容易坏。”指导

工人装完一车西红柿的基地负责人林

永望着丰收的西红柿，喜笑颜开。

“这里海拔高、阳光充足、昼夜温

差大，种出的西红柿果好、味甜。”上

门收购西红柿的重庆客商杨先生说。

2022 年，林永从黑石头镇来到云

沙村种植西红柿，当时她心里一点

底 都 没 有 ，“ 以 前 做 了 多 年 水果生

意，突然改行，没有经验，摸着石头

过河。”

林永和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鼓励村民到基地务工，并加大技术投

入，通过向专家请教、自己摸索，解

决西红柿种植技术和管理难题。同时

因地制宜，轮作种植西红柿、豌豆、

四季豆等蔬菜，解决货源单一问题。

当地村民张宝仓，去年就在基地

务工，从种到收，全程参与。“现在采

收季最忙，我们白天采摘，晚上装

车，一天能收入 200 多元。”

今年，基地 120 个大棚用来种西

红柿，其余的种豌豆和四季豆，其中

西红柿 8 月开始采摘。“目前已卖出西

红柿 30 吨左右，收入 10 多万元。”林

永高兴地说。

西红柿成熟上市，前来基地收购

的货车一辆接着一辆。“这里的西红

柿品质、口感、卖相都很好，运过去

都是直接进超市。今年我已经拉走 10
多吨西红柿。”重庆客商杨先生去年

就和林永合作，西红柿上市时节，他

会在云沙村住一个多月，直到西红柿

采摘结束。

近年来，岔河镇以产业发展引领乡

村振兴，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

标，引进种植大户、企业等，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推进种植产业提质增效。

威宁自治县岔河镇

西红柿产业分外 “红”

本报讯 （江 婵 高 毅 报道）

近期，纳雍县乐治镇塘坝社区的景观

苗木培育基地里，村民忙着将新到的

杜鹃花幼苗分杯摆到苗圃。

这片景观树育苗基地，由纳雍享

隆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2015
年，该公司在塘坝社区和史家街村以

每亩地每年 600 元的价格流转土地 100
亩，培育红叶石楠、桂花、茉莉、黄

杨、女贞等景观苗木，现在基地可移

栽的苗木达 200 万株。

该公司不仅培育苗木，还承接了

不少企业和学校的绿化项目。“目前整

个基地的苗木价值达 700 多万元，每

年可卖出大约 30 万株。”该公司负责

人郭谊珏说。

育苗基地每天都需要工人负责插

条、修剪、除草、浇水等工作，为当

地十几名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从基

地开始育苗，我就一直参与管理，已

经好几年了，每个月工资 3000 元。”

务工群众卢林英说。

纳雍县乐治镇塘坝社区

发展景观苗木种植助增收

日 前 ， 在 毕 节 高 新

区彝姑娘特色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月饼加工车间

内，工人们正在有序进

行生产加工。

目前，该公司有 5 条

完整的生产线，产品销往

贵阳、重庆、昆明、广

州、北京等地。

（万飘阳 摄）

“剪去多余、过密的枝条，才能让

果子得到更多的阳光照射，增加猕猴

桃产量和口感。”时下，正值猕猴桃采

摘季，在七星关区阴底乡高潮村猕猴

桃种植基地，省级科技特派员罗充向

果农们耐心讲解猕猴桃枝条修剪技术

和施肥方法。

“以前，我们对猕猴桃的种植管

理技术了解不多，全凭经验管护，导

致挂果少，果子小。”高潮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负责人钱生学说，“罗充

教授到村里为我们开展猕猴桃技术培

训，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以往不懂的

知识。”

罗充是贵州师范大学选派到该区

的省级科技特派员，主要负责刺梨、

猕猴桃、李子、柑橘等产业实用技术

推广示范、技术培训和技术咨询。

2022 年以来，为进一步增强科技

特派员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引领、示范

和带动作用，该区聚焦农业特色产业

发展需求，将省、市选派的科技特派

员进行整合，面向全区开展科技服

务，助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2 年，省、市选派了 69 名科技特派

员到该区开展农业科技服务，他们活

跃在田间地头，用所学所长帮助群众

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

症，助力群众增收。

强 化 组 团 服 务 ，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加速度”。组建七星关区优质粮油、

茶叶、蔬菜、中药材、精品水果、刺

梨、生态畜禽和生态渔业等 8 个产业

服务组和鸭池镇干龙滩社区、朱昌镇

双堰社区、碧海街道砂锅寨社区、梨

树镇上小河社区 4 个乡村振兴示范点

科技服务工作队，通过开展技术培

训、成果转化、创业带动和科技服务

等方式，助推特色产业不断发展。科

技特派员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

技术保障、产销对接、利益联结等措

施，帮扶碧海街道西冲社区以“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发动当地群众种

植刺梨 1700 亩，指导青山村辣椒基地

采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引

导农户种植辣椒 1200 亩。

加 强 供 需 对 接 ， 推 动 科 技 服 务

“全覆盖”。在朱昌镇小屯社区、双堰

社区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 508.3 亩，建设温室大棚

17.17 万平方米，带动全区农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在朱昌镇花厂村建设 333
公顷茶园优良品种示范基地，引进种

植安吉白茶、黄金芽、奶白茶等珍稀

茶树资源品种，示范引领全区茶叶种

植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碧海阳光城盛

丰农业科技示范园建立蔬菜示范基地

2 万余平方米，科学规划建设了 5 个智

能温室大棚，推广和展示水培、立体

栽培等科技含量高、技术前沿的蔬菜

栽培模式以及蔬菜新品种、新技术、

新成果，示范带动全区蔬菜种植产业

提质。与放珠镇森茂林业专业合作社

合作建立林下仿野生天麻种植基地，

发展血红天麻、乌天麻种植，种植面

积约 8300 亩，带动全区中药材种植产

业不断发展。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 把 脉 产 业 发 展

“难堵点”。产业技术服务小组充分发

挥团队优势，整合资源形成服务合

力，为全区的优质水稻、古茶树、精

品水果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把脉问

诊、建言献策。在鸭池镇干龙滩社

区，科技服务小组提供香软粳 9107 等

优质稻品种用于试验示范，帮助 10 余

户农民将闲置的 30 余亩稻田复产，有

效助推群众增收。并指导社区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发展优质稻米生产销售，

推进“农旅结合”“专属稻田认购农事

体验”等发展模式，带动村集体经济

持续发展，示范带动全区传统农业向

现代高效农业转变。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