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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联合中银三星
人寿成功举办“法税护航 携手同行”主题活
动，为企业税务管理赋能。

今年以来，该行扎实推进“行长进万企”活
动，坚持一企一策，系统“把脉问诊”，为企业提
供精准的金融服务方案。对民营企业来说，搭
建合规的税务管理模式是企业关注的重点。
该行联合中银三星人寿，邀请北京盈科律师事
务所，围绕“金税四期”开展专题讲座，吸引50
余家企业参加，通过税务专业知识讲解、现场
问答等形式帮助企业客户厘清法税难题，进行
规范的财税管理与筹划，为企业的税务管理加
油赋能，得到了参会企业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入开展“行长进万
企”活动，持续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围绕企
业发展难题出实招、见实效，不断提升服务实
体经济质效。 （郭建迪）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

银企合作再加力
法税护航促发展

工行工行 温度

25 日，洛阳市供销合作社与
工商银行洛阳分行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携手打通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打造金融
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格局。

据介绍，洛阳市供销合作社紧
紧围绕全市“三农”工作大局，聚焦
主责主业，深化供销系统综合改革，
着力推动为农服务、科技赋能、改革
创新，在推动农业快速发展上取得

了积极成效。工商银行洛阳分行认
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总省行乡
村振兴战略部署，开展“乡村振兴金
融服务深耕年”活动和兴农专项行
动，加强涉农数字供应链、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等客户服务，推进工银“兴
农通”App、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等
协同建设。截至2023年3月，工行
洛阳分行涉农贷款余额102.4亿元，
较年初新增7.8亿元；“兴农通”App
客户1.5万户，较年初新增4133户；
挂牌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16个，实
现全市县域全覆盖，为我市乡村振

兴贡献了金融力量。
此次签约，双方将深化合作，

依托工商银行工银“兴农通”农村
金融服务品牌，加大乡村振兴项目
融资支持力度，建设农村产权交易
体系；利用“环球撮合荟”等平台，
合作发展订单农业、冷链物流和电
商助农业务，畅通城乡产品双向互
通渠道。同时，发挥创新产品金融
带动作用，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水
平，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
创新创业人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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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
之所急，洛阳农商银行凯旋
路 支 行 服 务 群 众 、秉 持 初
心，在暖心助力的路上奋力
前行。

近日，该行了解到，外来
务工人口租住较多的钢厂公
寓因流动人口多、错峰上班等
原因，水电费缴纳不方便，公
寓负责人希望开通线上缴费
功能，希望该行能够给予支
持。了解情况后，该行立即组
织工作人员携带便携式移动
终端前往，在进行影像采集、
身份验证、开立银行卡等工作
的同时，针对租户需求进行手
机银行开通、微信提醒等线上

金融服务面对面辅导工作。
此外，该行组织工作人员对租
户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反洗
钱犯罪、反假币等金融知识
讲解，切实提升租户金融安
全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在
为租户办理银行卡之后，积
极 与 其 他 部 门 进 行 沟 通 协
调，确保租户水电费线上缴
费功能顺利开通，为租户提
供贴心服务，切实践行农商
银行的金融服务初心。

未来，该行将秉持“金融
为民”的初心，主动作为、笃行
不怠，用心做好服务保障，为
广大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金
融服务。 （常梦豫）

近期，偃师农商银行以宣传为纽
带、以服务为导向，不断提升新市民
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获得感，持续打
造新市民金融服务新形象。

打好“宣传牌”。为更好地向广
大新市民提供政策解读、资金支持、
金融知识等“一站式”服务，该行围绕
新市民创业、就业、住房、消费和养老
等领域的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以

“践行二十大·情暖新市民·金融在行
动”为主题，组织各服务网点开展“新
市民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各网点
安排专人为客户讲解新市民金融知
识，利用多媒体等设备滚动播放新市
民金融政策，加大对新市民的宣传、
推广力度，方便更多新市民了解该行
便捷、完善、高效的金融服务。

打好“服务牌”。该行积极发挥
金融服务队、政策宣讲队、志愿服务
队作用，结合“行长进万企”和“走企
业、提信心、优服务”活动，主动精准
对接、全方位了解新市民金融需求，
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精准度；用好

“河洛e贷”信贷产品，优化办贷模式
和服务流程，推进线上线下业务融
合办理，全力满足新市民金融需求，
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质效；充分用
好金融政策，落实减费让利，对新市
民及吸纳新市民较多的小微企业提
供减费让利政策，全力支持新市民个
人创业就业，切实降低新市民融资成
本；积极做好社保卡推广及支付结算
业务，提升新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王江霞）

洛阳农商银行凯旋路支行：

情系百姓 主动服务
偃师农商银行：

服务新市民 彰显新形象

“社银”携手共进 服务乡村振兴
洛阳市供销合作社与工商银行洛阳分行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为搭建银企合作平台，加强企业和金融机
构合作，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压力，4月11日
上午，2023线下常态化融资路演暨银企对接
老城区专场活动在老城区古都科创园举行，推
介、分享与中小微企业相关的金融产品，针对参
会企业的融资需求及融资难题积极讨论，为中
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送上一场“及时雨”。

会后，各银行安排客户经理积极与企业对
接，了解企业具体情况，为企业提供合适的融
资方案。截至目前，工商银行老城支行已向某
企业放贷112万元。

此外，老城区以专场活动举办为契机，持
续加强政银企对接，合力打造新型政银企关
系，全力构建具有高度
适应性、竞争力、普惠
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打
造智慧化、专业化、高
效化的金融服务平台，
为重振洛阳辉煌提供
坚强金融支撑。（媛媛）

金融机构真诚服务
小微企业喜获支持

2023线下常态化融资路演
暨银企对接老城区专场活动结硕果

签约仪式现场签约仪式现场

远望巍巍北邙连绵如黛，近看滔滔黄
河河水清澈。行走在孟津区白鹤镇宽阔平
坦的柏油公路上，一个个生态村庄十分整
洁，在连片的桃红柳绿掩映下，一排排白墙
红瓦的住宅楼显得格外安恬……

在孟津区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
正在谱写。清理空间、整治环境、绿化村
庄、打造田园综合体……乡村在繁忙中焕
发勃勃生机。如今，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孟津乡野大地发生了可喜变化，乡村思
路变活了、产业变强了、环境变美了、活力
变足了。

规划引领，让乡村“美起来”
整洁平坦的乡间道路，摆放整齐的柴

草农具，清新别致的菜园竹篱……走进孟
津区会盟镇双槐村，如画的田园风光处处
可见。近年来，孟津区坚持全力推进、顶层
设计“一盘棋”，坚持全域规划、分类推进

“一张图”，坚持全面整治、建设维护“一体
化”，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结合编制“十四五”规划，该区按照
“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
现”的理念，坚持“多规合一”，加快完善城
乡规划、村庄规划等，引导规划建设休闲旅
游型、生态田园型、产业发展型等定位准确
的美丽乡村，力求“一乡一韵、一村一景、一
组一品”。

同时，该区高起点谋划、高规格设计、
高标准推进，以60个乡村振兴星级示范村
为重点，全面推进绿化提升、污水治理、旱
厕改造、产业发展等工作，努力连“盆景”成

“风景”，撬动农村面貌大变样，实现农村人
居环境“里子”“面子”双提升、“颜值”与“幸
福指数”齐攀升。

据了解，该区先后出动车辆 16975 台
次、机械9950台次，清理垃圾杂物156976
方，清理残垣断壁7320处，拆除私搭乱建
96945 处，整治空心院落 3488 处，规范农
村集贸市场65个，清理坑塘沟渠1830个，
全区农村村容村貌获得极大提升，人心思
进、人心思干、人心思变蔚然成风。

城关镇牛步河社区的龙泉谷，过去由
于脏乱差，被称为“龙须沟”，通过整治，如
今改造、提升成为溪水欢唱、绿树成荫、景
色优美的湿地公园。每逢节假日，人们沿
公园漫步，可看一看春日的花海，听一听
夏日的蛙声，走累了在公园长廊中小坐休
息，享受“美丽抬头可见，幸福触手可及”的
惬意生活。

系统整治，让乡村“净起来”
在小浪底镇马屯村，沿街住户郭振久

正在打扫自家门前，整洁的街道、干净的院
落和过去的污水满街流、苍蝇嗡嗡飞形成
了鲜明对比。提起眼前的农村新生活，郭
振久和现场村民无不拍手称赞。大家都
说，如此大的变化，得益于农村污水处理技
术的推广应用。

孟津区围绕省“四美乡村”建设要求，
按照“村里村外不见垃圾，房前屋后见缝插
绿，厕所污水一并治理，清洁家园人人出
力”的工作思路，坚持以点带面、梯次推进，
不断提升全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蝶变”，涌现出常袋镇马岭村、
小浪底镇明达村等一大批乡村环境整治示
范村。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该区扎实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因地制宜引导农民，走
出了一条“以水冲式为主、集中收集粪污模
式为辅，兼顾三格式、双瓮漏斗式厕污同
治”的新路径，先后分两批在全区200多个
村、社区、街道推进管网式改厕，推动村、社
区、街道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从“一
时美”迈向“持久美”。

据有关部门介绍，目前全区已累计建
成 16 个镇级垃圾中转站、12 座镇级污水
处理厂和186个村级污水处理站，实现镇
级污水处理全覆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90%以上，铺设污水管道1500多公里，改
建水冲式厕所 6.2 万多座，“三改”覆盖率
90%以上，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又提升
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梨花盛开的时节，走进会盟镇铁楼村，
在一家墙壁贴着白色瓷砖的农家小院里，
村民吕翠玲指着自家院里的厕所笑着说：

“我家的马桶和城里人的一样，按一下冲水
按钮，哗啦一声冲得干干净净，再也不用担
心有臭味，我们还安装了不锈钢洗手池、电
热水器，用起来十分方便，日子不比城里
差。”

生态打底，让乡村“绿起来”
走进位于黄河岸边的白鹤镇铁谢村，

农家院落整洁，房前屋后绿树掩映，宽阔的
生态廊道蜿蜒曲折。置身其中，绿水穿村

而过，蓝天白云笼罩，文化服务中心、便民
服务中心等配套齐全，整个村子安静祥和，
犹如一幅美丽的水乡画卷。

孟津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结
合起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实施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工程、湿地保护恢
复工程、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等，把绿水青
山、田园风光变成“聚宝盆”，让黄河成为
生态河、幸福河。

聚焦打造黄河生态廊道、黄河致富廊
道、黄河幸福廊道，孟津区着重提升沿线
44个村的人居环境和产业层次，实施沿黄
绿化2万亩，加快建设服务区4处、驿站22
处、观景平台22处，努力打造“孟津不墨千
秋画，黄河无弦万古琴”的美好景象。同
时，打造“绿庄”210个，初步建成了点上出
彩、线上成景、面上美丽的全域美丽乡村，
白鹤镇将乡村绿起来与深入贯彻落实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结合起
来，立足毗邻黄河的区位优势，依托辖区内
黄河生态廊道、黄河湿地、西霞院景区、沿
黄生态村庄等绿化建设，打造集农耕体验、
劳动教育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游路线，让
游客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劳动的乐趣，年接
待游客100多万人次。

如今的孟津区，美丽景色令人应接不
暇。春天花开烂漫可赏景、夏季绿树成荫
宜纳凉、秋天硕果满枝可采摘、冬季黄河岸
边能观雪，一幅美丽红火的乡村振兴画卷
正在徐徐展现。 （郑占波）

乡村“有颜值”日子“真舒心”

环境综合整治打造美丽乡村新图景 “芍药花颜色很多，宝宝们喜欢哪个颜色？阿
姨正在打包，拍下很快就可以发走呢！”

近日，在孟津区朝阳镇石沟村千卉谷鲜切花
种植基地，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赵曼和她
的同学正在直播售卖芍药鲜切花。“现在网络上鲜
切花销售很火爆，我们打算长期在这里直播，既是
一种社会实践，也能帮助花农拓展销路。”赵曼说。

谷雨三朝看牡丹，立夏三朝看芍药。每年的
4月至5月，石沟村千卉谷鲜切花种植基地都是一
片花的海洋。“今年牡丹文化节，基地的鲜切牡丹
花卖爆了！”洛阳千卉谷农业科技公司运营总监柳
院喜滋滋地说。相较于去年，今年该基地牡丹种
植面积增加了约 200 亩，收益也增加到 60 万余
元。“现在芍药鲜切花已‘接棒’牡丹鲜切花上市，
马上就进入销售旺季了。”柳院介绍道。

近年来，孟津区朝阳镇通过规模化土地流转，
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石沟村结合自身
地理环境优势，确立了发展“花经济”的方向，依托
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流转400多亩集体土地，招引
乡贤返乡创业，建设了千卉谷鲜切花基地。如今，
该基地花卉种植面积已达670亩，共有牡丹品种
600余个、芍药品种20余个，今年预计鲜切花总
销量可达130万枝，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鲜切花为石沟村盛开了“花经济”，也为村民
提供了创收机会，使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
收。眼下，走进石沟村，一株株饱满艳丽的芍药花
亭亭玉立、含苞待放，村民们正在抓紧时间采摘芍
药鲜切花，将芍药从植株上切下，进行分拣、清洗、
包装、冷藏。随后这些鲜切花将被运往全国各地，
甚至搭上“国际快车”，远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等国家。

“村民们基本上都在基地里打工，普通工一天
收入70元，技术工就更多了。”据石沟村党支部书
记张鸿卿介绍，用工高峰期，基地每天需要170人
左右。既能拿到土地租金，又能在家门口打工，依
托鲜切花产业，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富裕，村集体经
济也越来越兴旺。去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由过
去的空白村增至58万元，全村853名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人均年增收1465元。

为将“颜值”变“产值”，今年石沟村进一步推
动“花经济”产业链延伸，在做好鲜切花产业的基
础上，玩出了更多新“花样”。划出专门的“赏花
区”，吸引游客前来深度“打卡”，在花丛中赏花、现
场摘花；开展幼儿牡丹研学活动，介绍牡丹历史、
讲解牡丹文化；定期举办插花课程，吸引插花爱好
者……把单一产业提升为多重旅游体验，进一步
推动农文旅融合，石沟村的“花经济”驶上了发展
快车道。

“按照‘国色画境，花样石沟’形象定位，我们
将通过导入资产运作思维、文化创意理念、特色
业态系统、品牌节庆活动，让‘花经济’绽放新活
力、迸发新动力，使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蓬
勃动力。”朝阳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关晓萌 朱晓玲）

“花经济”
玩出新“花样”

日前，孟津区平乐镇洛阳神都牡丹园内培育的130
万株名优牡丹和3200棵樱花竞相绽放，吸引大批游客前
来观赏游玩。

近年来，该园依靠先进的科技管理技术，培育了690
多个高端品种的优质牡丹，先后向国内外知名牡丹园提
供优质牡丹100多万株。每年4月中下旬，园内牡丹绽
放，樱花缤纷，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争睹国色芳容。

郑占波 崔晓辉 摄

神 都 牡 丹 园

花开正艳花开正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