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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
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
副中心城市的关键一步。日
前，我市出台《关于创新机制
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
这是继去年我市《关于贯彻
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11—2020 年）〉的实施
意见》实施之后，指导下一阶
段扶贫开发的又一个纲领性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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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我市召开2014年全市金融工
作会议暨第一季度银企洽谈会，部署今
年我市金融工作。会上，我市各银行与
企业签订贷款合同 2409 项，签约金额
371.97亿元。

今年将新增贷款333亿元

去年，我市实现融资 474.8 亿元。
其中，新增贷款314.8亿元，增长19.1%，
资本市场融资160亿元。

会议透露，今年我市金融工作的目
标是实现融资493亿元，其中新增贷款
333 亿元，资本市场融资 160 亿元。全
年举行大型银企洽谈会 2 次，签约资金
落实率确保85%以上。全市金融业实现
税收 12.3 亿元，增长 8.4%，约占全市税
收的8%。

对重点领域加强金融支持

今年，我市要抓好194个重点项目，
加快文化旅游业、现代物流和会展业、信
息服务业、现代金融业、商贸流通业、健
康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努力提升农业
现代化水平、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要努

力建设山青水碧、环境良好的美丽家园，
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我市
金融系统将充分运用信贷、债券、股权、信
托、融资租赁等多种融资工具，为我市重
点领域、重点项目提供综合性融资服务，
围绕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加强金融支持。

“三农”领域、扶贫开发、小微企业都
是我市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迫切需要
金融服务。去年，全市金融机构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698.8 亿元，较年初增加
148.9 亿元，增幅为 27.1%；涉农贷款余
额 859.3 亿元，较年初增加 149.8 亿元，
增幅为 21.1%。今年，各金融机构将积
极在县域、乡镇设立网点，特别是村镇银
行，加快乡镇分支机构建设。各商业银
行也要通过多项措施盘活存量，有效腾
挪信贷空间，优先用于“三农”、扶贫开发
和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去年，我市积极引进郑州银行、紫金
财险、工银安盛人寿、华鑫证券等4家金
融机构在我市设立分支，全市金融机构
总量达到88家，服务经济发展能力不断

增强。
今年，我市还将引进金融机构2至3

家，重点做好平安银行、华夏银行、渤海
银行、浙商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引
进工作，支持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外资
银行在洛设立分支机构。稳步推进农信
社改制工作，宜阳农商行争取年内挂牌
开业，积极推动市区4家联社合并组建
农商行，加快伊川农商行在新疆、河北等
地9家村镇银行的设立步伐。

会议要求，今年，我市村镇银行将
实现县域全覆盖。汝阳、洛宁村镇银
行要在年内开业，现有村镇银行要加
快在乡镇开设支行网点，争取年内设
立 8 家左右。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
快在县域、乡镇、社区和产业园区等地
设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特色惠农支
行和自助网点，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
便利的金融服务。

近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在我市稳步
推进。今年，我
市要力争 2 至 3
家 企 业 上 市 或
再融资，8 家以
上企业在“新三
板”挂牌。要密

切关注普莱柯上市审核进程，争取其
早日上市；协调做好洛阳银行、洛阳新
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兰
迪玻璃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上市
辅导，加强对重点上市后备企业的培育
和服务。

会上，17家金融机构与17家企业代
表现场签订贷款合同。我市第一季度银
企签约共涉及贷款合同2409项，其中，
中小企业 1481 个，占比 61.5%；工业企
业 517 个，占比 21.5%；服务业企业 411
个，占比 17.1%。签约资金共计 371.97
亿元，其中，拟向我市重点企业、装备制
造、机械加工等工业企业投放162.62亿
元，拟向服务贸易类企业投放 67.8 亿
元，拟向高新科技型企业、中小企业投放
141.55亿元。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陈向平
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贺嘉宝

今年我市金融工作目标确定

融资493亿元 再引进金融机构
本报讯（记者 赵佳）昨日，在郑州举行的“惠普-洛阳

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项目”校企合作说明会，吸引了全
省近40所高校参加，相关各方就合作事项进行了沟通。这
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

“惠普-洛阳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项目”既是惠普
全球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惠普在中原区域唯
一的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20亿美元，占
地面积 570 亩，建设规模 100 万平方米，项目分别位于洛
龙区和伊滨区。

该项目规划建设中部地区最大的软件人才实训中心，
形成IT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国内一流、世界先进水平
的软件测试中心，为我省的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和政府机
关社会管理提供强有力的软件测试服务；建设国际一流的
IT资源服务中心，吸引和带动100家以上的国内外软件企
业 500 强在我市集聚，形成 IT 产业 1000 亿元的年销售
规模。去年7月，该项目正式签约。目前，项目整体进展顺
利，已吸引了一批IT企业相继签约在我市落地。

该项目与高校的合作主要是通过共建专业、实训培养、
创业实景演练等模式，培养软件开发、软件测试、IT服务管
理、云与大数据等四个专业方向的人才，增强学生的就业、
创业技能，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对此，我市专门成立了以
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惠普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并
针对校企合作项目，出台了相应支持政策，在培训场地、培
训费用、学生学习奖补等方面予以支持。

省教育厅副厅长訾新建，市委常委、市委经济工作部
部长宋殿宇出席说明会。

“惠普-洛阳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
项目”校企合作说明会在郑举行

“惠普-洛阳项目”
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

本报讯（记者 白云飞 特约记者 王高潮）海南文昌
鸡、台湾高山茶等“远道而来”，洛宁蒸肉、新安蜗牛等“坐镇
主场”……4月10日至14日，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
优农产品博览会将在洛阳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博览会既是第32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10项主
体活动之一，又是继去年我市首次成功举办河南·洛阳名优
农产品展销周之后的又一次大型农业展会。

昨日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透露，本届博览会得到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的全力支持，并由省农业厅
和市政府联合主办，市农业局、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等单位承办。目前，全国招展工作已经结束，展会面积达
12000平方米，参展企业380家，参展农产品1700多种。

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与以往政府主导不同，本届
博览会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在会展中心周围设置广告位，
广泛招揽赞助商，实现“以会养会”。

来自全国24个省的90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和23家来自宝岛台湾的农业企业，也将助阵博览会。市民
不仅可以系统了解、品尝、选购洛阳本土的名特优农产品，
还能尝到全国各地的风味美食。

博览会期间，我市将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科研院所、
采购商、经销商、大型酒店等参与，搭建信息发布与对接洽
谈的平台，实现农超对接。此外，我市还将评选出产品包装
创意奖、现场营销创意奖、最受消费者欢迎产品奖等，激发
农业企业树立创新意识、品牌意识和精品意识。

市委常委、农工委书记史秉锐出席新闻发布会。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优农产品
博览会将于4月10日开幕

选购名优农产品
下月中旬请来洛城

《意见》明确的六大扶贫机制创新，
包括建立高效率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健全多层次的定点帮扶机制、规范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完善多渠道的
金融服务机制、创新全方位的社会参与
机制、建立综合性的扶贫开发考核机
制。这些新机制全方位描绘了贫困县考
核、干部驻村帮扶、金融扶贫、社会参与
等工作路线图。

精准扶贫做到对症下药

建立高效率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建立规范化的贫困人口识别动态管
理机制。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
卡，建立全市扶贫开发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专项扶贫措施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

衔接，对丧失或缺乏劳动能力且符合低
保条件的贫困对象，要及时纳入低保范
围；对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要深入分
析致贫原因，通过扶贫搬迁、发展产业、
技能培训、转移就业等方式，助其脱贫。

科级以上干部要与贫困
家庭结对子

健全多层次的定点帮扶机制——市
级领导、县处级领导干部都要联系一个
贫困村；每个党政机关部门都要定点帮
扶一个贫困村；完善县级党委、政府负总
责和各级党政机关定点帮扶责任制，将
帮扶贫困村列入部门中心工作目标任
务；建立贫困村第一书记派驻机制，增
强贫困村组织领导力量；建立社会力量
定点帮扶机制，组织驻洛部队、中省机
关团体以及市属企事业单位参与定点
帮扶贫困村工作；号召工商企业、社会
组织、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定点帮扶工
作；建立“手拉手”家庭结对帮扶机制，
科级以上干部作示范，号召爱心人士参
与，开展针对贫困家庭的“一对一”家庭
帮扶活动。

行业部门40%的项目资
金要扶贫

规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
——建立政府投入增长机制，市、县两级
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原则上不低于上

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总量的40%，并列
入本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建立高效的
行业部门资金整合机制，动员各行业部
门积极参与以整村推进和扶贫搬迁等
项目为平台的扶贫开发事业，投入扶贫
项目资金原则上不低于本行业部门年
度项目资金总量的40%；建立新型扶贫
资金分配机制，鼓励先行投入、多投多
补，根据成效给予相应奖补，以激励先
进；实行扶贫项目建设县级负责制，进一
步规范项目程序，加大违纪违法行为的
惩处力度。

扶贫资金从直补向贴息
补助转变

完善多渠道的金融服务机制——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导向作用，引导
和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贫困地区
信贷投放力度，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
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协调配合和共同参
与的金融扶贫新格局；发展多层次资本
市场，拓宽贫困地区多元化融资渠道；
支持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贫
困村资金互助组织；推动金融机构网点
向贫困乡镇和社区延伸；提升对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经营组织的
金融服务，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新型现代
农业。创新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式，
开展扶贫资金直补向贴息补助转变试
点，撬动更多市场资源，发挥专项资金
的最大效益。

企业扶贫捐赠享受税前
扣除优惠

创新全方位的社会参与机制——发
挥洛阳市扶贫开发协会、洛阳市革命老
区促进会等社团组织作用，鼓励各类企
业、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以多种形式参
与扶贫开发；建立社会化扶贫开发信息
交流平台，持续推介社会化扶贫开发项
目，形成有效的协调协作和监管机制；
实行企业扶贫捐赠税前扣除、鼓励各类
市场主体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等相关
支持政策。

扶贫成效纳入地区和部
门考核范围

建立综合性的扶贫开发考核机制
——建立以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为主的考
核体系，以考核扶贫开发项目建设为抓
手，把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完善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贫困人口纯收
入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和完成贫困
县、贫困村整体脱贫作为主要指标；把扶
贫开发工作考核纳入县（市）区及行业部
门工作目标综合考评体系，引导地方和
部门将工作重点向扶贫开发倾斜；逐步
建立和完善贫困县、贫困村退出机制和
奖励机制。

本报记者 白云飞 见习记者 张宁
通讯员 张轩

我市出台《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确定扶贫开发“风向标”

科级以上干部要与贫困家庭结对子
企业扶贫捐赠可享受税前扣除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