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3日，记者从江西省林业局
获悉，近年来，省林业局创新搭建林
业金融服务平台，优化金融服务模
式，协同银行推出信贷产品，推动全

省林业金融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截至2020年末，全省累计发放林权
贷款252.79亿元，余额86.87亿元。

（吴洁钟南清 记者林卓旎）

江西累计发放林权贷款252.79亿元

江西“财园信贷通”
7年惠及7.58万家中小微企业
2020年放款达522亿元 总量同比2019年增长49%

3月1日起，我国全面施行《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2月23日，记者从江西省生
态环境厅获悉，2020年，我省全面
完成7.4万家排污单位的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其中，共
核发排污许可证1.1万张，对环境
影响很小的排污单位实行登记管
理，共登记6.2万家；发放限期整改
通知书近9百份。日前，省生态环
境厅向全省排污单位发出了公开
信《@全省排污单位 新年伊始，您
有一封排污许可管理公开信，请查
收！》，就我省排污单位做好持证排
污、依法排污作出提醒。

公开信指出，面对生态环境部

门监督检查，排污单位应按照要求
提供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台账记
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
测数据等相关材料，并如实报告相
关情况。另外，公开信还对排污单
位违反《条例》的行为可能受到的
处罚做了重要提醒。排污单位未
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未按
照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等违法行为，将予以罚款；情节严
重的违法排污行为，将受到责令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停业、关闭等处
罚；对复查发现排污单位继续实施
违法行为或者拒绝、阻挠复查的违
法行为，将被按日连续处罚。

（记者林卓旎）

下月起排污许可新规施行

江西7.4万家排污单位收到“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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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之后，农民奔向“诗和远方”
“可以把头靠近一点，再靠近

一点。”摄影师指导夫妻俩调整好
拍照姿势后，迅速按下快门，一张
幸福的合照就此定格。

这张迟来的婚纱照，刘仁香盼
了35年。

在刘仁香的家乡，江西万安县
夏造镇横江村，许多人家里都挂着
通过“流动照相馆”拍摄的合影。
仔细一看，都是将自己的大头照 P
了上去，衣服一模一样。

村里脱贫后，细心的扶贫干部
发现，拍一张真正的合影或婚纱
照，成了不少村民的朴素愿望。

横江村驻村第一书记肖力光
说，2020 年 12 月，当地政府就开始
联系摄影师上门拍摄婚纱照，为他
们送上一份别样的脱贫礼物。

脱贫又脱单的戴跃武夫妇和
80 多岁高龄的父母拍了两代人的
婚纱照；脱贫后的王斯财夫妻也赶
了一把时髦，穿上传统服装拍了一
张幸福的婚纱照……

在秀美乡村背景映衬下，在
摄影师的镜头里，一张张迟来的
婚纱照，定格了贫困群众脱贫后
的新面貌。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改善，村
民精神文化需求随之增加，这对我
们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夏造镇
党委书记张浩峰说，镇里已计划为
全村20多对脱贫夫妇拍摄婚纱照。

经过 8 年持续奋斗，中国如期
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近 1 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
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过日子不比别人，只比自己，
如今生活比以前好了百倍不止。”

在自己和帮扶干部的共同努力下，
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的龚香
花家 2017 年脱贫。2018 年，趁着
丈夫60岁大寿，龚香花请工人把房
子重新粉刷装修。“屋子和新生活
一样越发敞亮”。

除了不断改善的物质条件，愈
发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成为中
国农村生机勃发的一个侧写。

“村民们不时会约在文化广场
做健身操、舞腰鼓、赏弋阳腔。”湖
塘村腰鼓队队长陈武娟说，如今村
庄业态不断丰富，百姓生活越来越
好，更有参与文化创造的意愿，村
里的“弄潮儿”越来越多。

位于江西德兴市大茅山脚下
的黄竹山村，这里的每座房子都讲
述着各自的“童话故事”：村民叶琴
芳家淡绿色的外墙上，5 只鸭子正
在戏水；王子方家的厨房被装扮成
了一个巨大的蜂巢，主屋墙上一个
高约7米的养蜂人全副武装地忙碌
着；李松花家的台阶上，一只海豚
跃出了浪翻涛涌的海面……

村支书胡月芳站在村口介绍
说，每一幅3D壁画的背后，都凝聚
着村里百姓自己的想法和愿景。

村民们不曾想过，这个昔日一
直处在闭塞和贫穷之中的“移民村”，
竟能编织出一个彩色的“童话梦”。

“钱袋子鼓起来之后，重视精
神财富正成为农村群众的新期
盼。”南昌市民俗博物馆馆长梅联
华认为，中国农民用智慧和创造促
进乡风文明，正是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序
衔接的缩影。

（据新华社）

2 月 22 日，记者从《江西省乡
村振兴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条例》已
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经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
过，自3月1日起正式施行，江西也
成为了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促进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综合性地方法规的
省份之一。“《条例》的出台，将进一
步从法律上、制度上解决乡村振兴
工作中的一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
性问题，把做好顶层设计与先行先
试、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引领推
动改革实践，为江西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江
西省副省长胡强在会上强调。

据了解，《条例》分为总则、产
业发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乡村
治理、城乡融合、人才支撑、保障措
施、法律责任、附则等十个章节，共
六十五条。其中，《条例》围绕五大
振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
求的逻辑顺序，分产业发展、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乡村治理、城乡融
合等五个章节作出具体规定，从把
法律制度层面，明确了我省促进乡
村振兴的政策措施。同时，用人才
支撑、保障措施等两个章节，对农
业农村人才队伍、乡村振兴投入保
障、用地保障、制度保障等作出了

一系列的规定，推动“人、地、钱”等
关键要素供给有力有效，确保把乡
村振兴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书记江枝英表示，《条例》的总
则中，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坚持党对
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地位和省负总
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规定
了省市县乡村各级抓乡村振兴的职
责任务，强调了要发挥农民在乡村
振兴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确保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

据悉，在衔接好正在制定的
上位法的同时，结合江西实际，《条
例》紧紧围绕建设新时代“五美”乡
村，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难点
工作进行了布置。比如，针对巩固
粮食主产区地位这个重点，《条例》
规定，落实粮食安全省级党政主要
领导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培育粮食全产
业链，确保耕地总量不减、质量提
高；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
新产品研发和农业知识产权保护，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针对乡风文明建设这个难题，

《条例》规定，建立健全乡村道德激
励约束机制，引导村民依法制定村
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破除婚丧
喜庆大操大办、高价彩礼、厚葬薄
养、散埋乱葬等陈规陋习。

“《条例》紧密结合江西乡村产
业发展基础、优势和潜力，提出了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江
枝英指出，比如，针对我省作为全
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
省，《条例》规定，建立健全绿色食
品产业链链长制，鼓励发展生态循
环农业，加大农产品品牌整合、培
育和推广力度，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全和食品安全全过程监管。针对我
省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
试点单位，《条例》对深化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等作出规定，明确“建立健全村集
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报酬与村集
体经济效益挂钩的激励机制”。

此外，《条例》将我省行之有效
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转化成法
规制度。比如，鼓励农技人员提供
技术增值服务并合理取酬，建立健
全农村基础设施及村庄环境长效
管护机制，加强地方农村建筑特色
风貌塑造，依法赋予乡镇人民政府
行使查处农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
宅行为的行政执法权，推动赣服通
等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向农
村延伸，统筹县乡机关工作人员待
遇标准，引导和激励各类人才向农
村流动，依托农业龙头企业、重大
农业项目建设人才创业平台，等
等。 （记者 林卓旎）

◎相关新闻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下月起正式施行

2月23日，记者从江西省财政
厅获悉，近年来，为缓解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题，江西在全国首创了

“财园信贷通”融资模式，并将“财
园信贷通”与国家融资担保体系全
面融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
可，也作为江西降成本、优环境的
重要举措之一，为助推实体经济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江西一
张靓丽的普惠金融“名片”。截至
2020年底，“财园信贷通”7年来已
累计发放贷款 2850 亿元，平均每
年超过 400亿元，惠及中小微企业
达7.58万户次，为促进全省经济发
展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有力支持。

特别是过去的一年，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和鄱阳湖流域超历史
大洪水的冲击，省财政厅坚决贯彻
省委、省政府“六稳”“六保”各项决
策部署，全力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更
加积极有为，着力创新“财园信贷
通”运作机制，帮扶市场主体战疫
情、渡难关。在各地努力和各合作
银行的支持下，2020年，全省“财园
信贷通”全年发放贷款再次突破
500亿元，达到 522亿元，总量同比
2019年增长49%，惠及全省中小微
企业 1.66 万户，超额完成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工作目标，为支持实体
经济，稳住发展“基本盘”贡献了财
政力量。

据了解，江西聚焦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年度放款 500 亿元”工
作目标，及时印发工作通知，专门
抽调精干业务人员成立工作专班，
将放款任务分解到银行和市县，建

立每月定期通报制度，并将完成情
况纳入 2020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
考核评价范围，层层压实责任。同
时，严禁对贷款企业增设门槛、提
高贷款条件等行为，一旦发现立即
通报并责令整改。

不仅如此，江西迅速出台“财
园信贷通”10 条创新举措，有效对
冲疫情不利影响，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撬动作用，
确保政策更加稳健可靠，更有成
效。比如：实现企业“全覆盖”。将
原来“财园信贷通”支持工业制造
业为主升级为对全省各类型企业
全覆盖。建立重点“白名单”。将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商贸流通、餐饮
住宿、文化旅游等企业列入重点支
持“白名单”，先后有 1500 多户名
单内企业获得贷款 43亿元。力保
产业“供应链”。依托供应链贷款
模式，对我省“2+6+N”产业链的
配套中小微企业给予“财园信贷
通”供应链金融模式支持。如赣州
南康区针对有色金属产业推行“财
园信贷通”供应链贷款，该区江西
新南山科技有限公司在赣州银行
获“财园信贷通-龙头企业供应链
贷款”1000 万元。同时，将铜产业
等重点产业龙头企业 1000万元贷
款限额提升至 2000万元。特殊政
策“稳增长”。在风险可控情况下，
贷款额度可突破 1000 万元限制、
期限可延长至“两年一期”,如萍乡
湘东区不仅为华星环保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续贷 838万，还增加贷款
650 万元，及时解决了企业的燃眉

之急；与银行合作打造“财园信贷
通”线上产品，将政府采购信用贷
款纳入“财园信贷通”；在赣州经开
区、芦溪县开展特色产业信贷通试
点等，进一步稳住市场预期，持续
增加放贷产品，推动贷款规模进一
步扩大。

此外，江西发挥政府性融资
担保体系作用，及时出台政策，明
确新的风险分担机制，有效减轻地
方财政压力，释放银行放款动力，
扩大企业受益面。截至 2020年 12
月底，“财园信贷通”已转入融资担
保体系 148 亿元，实现“应转尽
转”，全省 11 个设区市、16 家合作
银行均已签署“财园信贷通”纳入
融资担保体系合作协议。同时，积
极对接央行支小再贷款专用额度
优惠政策，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全年发放贷款 30亿元，惠及中
小微企业839户。

据悉，“财园信贷通”模式是
典型的省级“买单”，基层得利，普
惠企业，放贷的主体主要还是在市
县基层。2020 年，在设区市方面，
赣州实现放款 127 亿元，位居首
位；南昌、九江等地放款超过 50亿
元；在县(市、区)方面，南康区、赣
州经开区、章贡区、高安市放款均
超过 10亿元；在银行方面，省农信
社以放款 239 亿元，几乎占据“半
壁江山”，成为“财园信贷通”合作
银行的主力军；邮储银行、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放款均超过30亿元。

（记者林卓旎）

江西省2月生活必需品蔬菜零售价格月报
品种
油菜
芹菜
生菜
大白菜
菠菜
圆白菜
西兰花
菜花
白萝卜
土豆
生姜
胡萝卜
莲藕
莴笋
山药
黄瓜

单位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本月价格
6.78
8.26
7.49
4.64
8.85
5.45
9.57
8.75
4.23
5.39
15.75
5.84
9.79
6.03
10.49
6.69

上月价格
6.94
7.93
7.28
4.29
9.22
5.12
9.34
8.89
3.68
5.13
15.02
5.39
9.52
6.11
10.67
6.15

环比（%）
-2.31
4.16
2.88
8.16
-4.01
6.45
2.46
-1.57
14.95
5.07
4.86
8.35
2.84
-1.31
-1.69
8.78

备注：以上信息来源于商务部生活必需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