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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贷”让荒野变沃野 农民致富有保障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
国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
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建设银行洛阳分行为认真落实好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聚焦农耕农产，主动创新金
融产品，及时推出“主粮贷”，提高农民种地
的积极性，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
给，强化农民种粮收益保障。

偃师区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地势平
坦，土壤肥沃，特别适合种植小麦、玉米、大
豆，是河南著名的粮食高产区。近几年，很
多乡贤回乡创业，焦点集中在主粮种植。
于是，万亩沃野欣欣向荣，生机盎然。

“去年玉米每斤1.26元，亩产1300斤；
小麦每斤1.6元，亩产1200斤；每亩全年投
入2600元，纯利润958元；种了600亩地，
赢利超过57万元。”刘现民出生在偃师，对
这片土地有着特别的情感。三年前，他
和其他在外务工的乡贤一样，准备靠种
粮致富。第一年种了 50 亩，第二年种了
300 亩，第三年种了 600 亩，今年准备种

1000 亩。他抠着玉米说：“国家政策好，
对种地给予方方面面的照顾。建设银行
洛阳分行对农民种粮支持力度大，越种越
有信心。”

今年 4 月，刘现民因为购买农资设
备，资金相差甚远。建设银行洛阳分行
知道情况后，立即安排属地支行工作人
员 上 门 了 解 实 际 情 况 。“ 第 一 笔 贷 款
20.74 万元，在提出贷款申请后 24 小时就
到账了，真快！10 月 7 日向建行提出第
二次贷款申请，也是 24 小时到账。”他
说，“以前农民贷款想着都难，现在真是

太容易、太方便、太省事、太快、太暖心
了。”刘现民用五个“太”表示对建行洛阳
分行的感激之情。

为扩大主粮种植面积，刘现民和其他
4 位同乡成立了“洛阳现民万亩农业合作
社”。建设银行洛阳分行已经向该合作社
提供了128万元“主粮贷”资金支持。

截至11月底，建设银行洛阳分行通过
“主粮贷”已助力100余户种粮大户，贷款
金额2500 余万元，在偃师区9个乡镇均有
覆盖。“主粮贷”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年化
利率低至3.55%。

“中草药贷”是建设银行洛阳分行为支
持乡村振兴，帮助农民走上共同富裕路的
特色金融产品，通过半年的推广，深受众多
中草药种植户的青睐和好评。

伊川县地处豫西低山丘陵区，高山镇
王中洼村更是丘陵遍布，沟壑纵横，几乎没
有一块像样的连片平坦土地。农户黄延甫
利用当地独特的气候土壤优势，在四年前
开始种植丹参。第一年试种半亩，成熟的
丹参个头大、颜色鲜亮，品质上乘，药商抢
着收购。第二年种植350 亩，第三年种植
460亩。每亩产量高达2000公斤，净利润
12000 多元。今年种植面积增至 560 亩，
仅地租、人工、设备、化肥、农药的费用就需

要近百万元。行业前景向好，无奈资金短
缺，黄延甫为此感到巨大的压力。

建设银行洛阳分行工作人员听说黄延
甫种植丹参的事情后，派专人上门实地考察，
及时提供金融支持。只需递交一份贷款申
请和租地协议，建行很快就为他发放了首笔
资金50万元，第二笔50万元资金在第二个
月也准时到账。“没想到建行洛阳分行对农户
的金融支持手续这么简单、资金到账这么迅
速！”他用两个“没想到”，表达对建行的谢意。

“有了这100万元的资金支持，我明年
准备种植1000亩丹参，按照现在大条干货
每公斤48元的市场行情算，净利润可以达
到1200万元。”黄延甫对丹参种植极有信

心。“如果他们后期还有资金需求，我们将
继续提供资金支持！”负责项目对接的建行
伊川支行员工郑亚娇说。

今年，建行洛阳分行围绕中央关于乡村
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总目标，通过特色产业、县
域产业集群、土地要素价值释放等领域，引金
融活水到农村。为满足农户对经济作物种植
的金融需求，推出了“富农产业贷”等金融产
品。“中草药贷”年化利率低至3.55%，期限1
年，最高金额100万元，手续简便，随用随取。

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血脉，农村农业更需要金融

强支撑。建设银行洛阳分行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精准聚焦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持续深化金融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普

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不断扩

大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增强服

务能力，切实提升人民群众金

融服务的幸福感、获得感。从

支持洛阳城市基础建设，到助

力实体经济发展；从做实做强

普惠金融，到不遗余力支持

“三农”发展，该行始终发挥国

有大行优势，创新体制机制，

完善金融政策，丰富金融产

品，优化金融服务，与这个城

市，与这个城市的市民，与河

洛大地的农民同呼吸、共命

运，结为发展共同体。

建设银行洛阳分行：

创新金融产品 满足农民所需 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是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

建设银行洛阳分行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参
与者和实践者，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创新服务方
式，积极推动普惠金融政策为民走深、走实，提升
金融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了服
务实体经济与涉农经济双丰收。

初冬，太阳照耀着孟津区常袋镇广袤的田野，
永丽牛业园内的200余头肉牛膘肥体壮，煞是喜
人。谈起园区的发展，该园老板郭永照说，养牛业
的主要投入是设备、人工、场租、防疫和水电，每年
仅玉米秆、青贮、豆粕、麦麸这些饲料的购买费用就
需要50万元。今年4月，因为无钱购买饲料，很是
发愁，甚至有了改行发展的念头。正在这时，县里
组织了由农业农村局和畜牧局主办、各金融机构
参与的养殖行业发展大会。建设银行洛阳分行实
地考察了永丽牛业园的养殖规模以后，很快就决
定为郭永照提供资金支持，助力涉农企业发展，增
添乡村振兴力量。从递交贷款申请，到资金到账，
仅仅用了9天时间。他根本想不到在一无抵押，二
无担保，仅仅需要提交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的情
况下，建设银行洛阳分行发放贷款会那么顺、那么
快。建设银行洛阳分行推出的“裕农快贷”金融产
品，彻底解决了肉牛养殖户资金不足及规模化养
殖“求贷无门”的难题。“关键时期，多亏建设银行洛
阳分行这40万元贷款支持，这一年的饲料购买问
题不用发愁了！”郭永照对永丽牛业园未来的发展
充满了信心。

建行作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践行者，今年
以来，以“裕农快贷”为抓手，同时借助省农担公司
的信贷担保增信、分险、赋能作用，支持孟津区肉牛
产业发展，助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目前，该行
对两牛产业养殖户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以养牛规模测算授信额度、相对优惠的贷款利率、
简便的担保方式和到期后享受农担贴息等服务当
地众多两牛养殖户，受到了养殖户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该行针对养牛产业的信贷政策为：年
息 3.45%，农担公司收取担保费 0.5%，到期结清
贷款本息后，农担公司代付省财政贴息1%，养殖
户实际承担年化利率2.95%。

“裕农快贷”无需担保，无需抵押，申请简单，
到账迅速，必将满足更多养殖户的资金需求。

陈文杰/文 刘玉静/图

“主粮贷”让土地增产增收 农民种地有奔头

“裕农快贷”为畜牧业“输血”
养殖户发展无忧

伊川县农民黄延甫查看丹参长势伊川县农民黄延甫查看丹参长势

偃师区农民刘现民种植的玉米喜获丰收偃师区农民刘现民种植的玉米喜获丰收

孟津区养殖户郭永照在牛场添加饲料孟津区养殖户郭永照在牛场添加饲料

绿松石龙形器：华夏龙图腾根源
“出院后，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康复治疗师的专业治

疗，还能享受医保报销，这当然是好事！”近日，已为家中老人
办理好家庭病床手续并享受到相关服务的瀍河区五股路社区
患者家属卜女士说。

家庭病床服务，是指患者符合住院指征，但因本人生活不
能自理或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适合在家庭或
长期居住场所内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定期上门提供适宜的
诊疗服务，并在特定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卫生服
务形式。

家庭病床服务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重要举措。开
展家庭病床服务的医疗机构应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符合建床
条件的参保人员所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
金支付范围，执行住院报销政策，一个建床周期视同一次普通住
院，按项目结算，医保支付政策执行收治定点医疗机构标准。

截至发稿前，瀍河区五股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落实
相关精神，目前已开展家庭病床服务4例。市第三人民医院
作为瀍河区、老城区家庭病床质量控制管理中心，积极为基
层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指导，使患者有更好的就医体验。

洛报融媒记者 柴婧 通讯员 任倩

积极推进家庭病床工作
助力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水平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近
日，伊川县纪委监委以5个协作区为依托，组建10个工作小
组，对全县155家规模以上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开展走访
调研，通过多种方式对涉企行政执法部门工作情况进行摸底
调查。

纪检监察干部在听取企业对执法部门意见建议的同时，
深入生态环境、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部门，深挖涉
企行政执法背后的责任、腐败和作风问题，以精准监督促进行
政执法权力规范运行。

今年年初，该县纪委监委就出台了《关于开展重点领域行
政执法不规范、乱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着力以精准
监督执纪执法打通行政执法领域的堵点痛点难点。截至目
前，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已开展涉企行政执法监督20余批次，
查阅卷宗70余份，排查问题58个，制定整改措施81项，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3人。

“下一步，将深化涉企行政执法领域监督检查，以务实有
效举措保障行政执法权力规范运行，为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提供坚强纪法保
障。”该县纪委监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常昊宗）

精准监督
推动行政执法权力规范运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龙年春晚吉祥物形象“龙辰辰”备受关注，不少网
友按图索骥，对其背后文物原型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兴趣盎然。龙脊结构、龙
腹纹来源于最早记载“中国”二字的西周何尊，眉弓和龙肩上的装饰取自河南
博物院收藏的云纹铜禁，龙爪造型参考故宫博物院九龙壁，整体姿态则来自
收藏于西安博物院的鎏金走龙。

作为“龙辰辰”龙鼻设计元素的来源，绿松石龙形器堪称二里头遗址出
土文物的代表。自即日起，本报开设《走进二里头 探寻最早中国》栏目，从
这件“超级国宝”开始，为您解开触摸夏朝文化的密码。敬请关注。

“龙辰辰”腹部的云雷纹来源于青铜器何
尊。这是3000多年前西周贵族“何”铸造的一件
青铜礼器，记录了周成王迁都“天下之中”洛邑这
一事件，其铭文“宅兹中国”，是迄今关于“中国”一
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取自何尊的云雷纹精巧细致，为“龙辰辰”
增加了吉祥古韵。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
云雷纹也备受青睐，是青铜器上的“流行纹饰”。

在洛阳博物馆内，叔牝方彝、母鼓铜方罍（léi）、
饕餮纹铜尊、白懋(mào)父铜簋等青铜器上，都
可以看到云雷纹。

专家介绍，作为商周青铜器中使用频率最高
的几何形纹饰，云雷纹流行的时间很长。商代早
期已有用连续带状云雷纹作为主纹的青铜器，商
代中期至西周早期常在兽面纹、龙纹、鸟纹的空
隙处填上云雷纹，作为主纹饰的底纹。有学者
推测，这些抽象的线条应当取形于古人生活中
某些具体、常见的事物，再加以提炼、变形组合，
是先民审美情趣的体现。（智慧 卢杨然 元芳）

“龙辰辰”腹部云雷纹，
洛阳出土青铜器上常见

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位于“赫赫夏都”展区的绿松石龙
形器是不少游客追捧的“网红”。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龙的
形象可见于多种器物，绿松石龙形
器则被誉为华夏龙图腾最直接、最
正统的“根源”。

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发现
于二里头遗址 3 号宫殿基址的一
座贵族墓葬，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
骨架的肩至髋骨处。整件器物长
约70厘米，由2300多片形状各异
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12 组菱形
图案象征着龙的鳞纹，还有蜷曲的
尾巴、由圆柱形绿松石和白玉组成
的鼻子，龙眼呈梭形，眼珠为圆饼
形白玉，形象鲜活生动。龙身整体
呈波浪状，错落有致、色彩绚丽。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领队的许宏在
发表考古简报时，将其定名为绿松
石龙形器。“管它叫龙形器是偏于保
守的，实际上是可以称作龙的。”许

宏说。
因制作精、体量大，在早

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这件绿
松 石 龙 形 器 被 誉 为“ 中 华 第 一
龙”。在龙的腰部还有一个铜铃，
考古专家认为，这与《诗经》中“龙
旂阳阳，和铃央央”的记载对应，说
明绿松石龙形器应该是祭祀时使
用的一件器物。它的主人，或许是
一位掌管祭祀活动的巫师。

考古发现表明，在二里头文化
之前，我国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各种
材质的龙形象。在辽宁阜新查海
遗址发现的石龙，是迄今为止在
我 国 发 现 的 形 体 最 大 的 龙 形
象。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
牛特旗发现的玉龙，形体酷似甲
骨文中的“龙”字，长吻修目、造型
生动，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
最早的玉龙。此外，还有在河南
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蚌壳摆
塑的龙、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
土的玉龙、常熟练塘罗墩遗址出
土的玉龙，在良渚遗址发现的玉
琮、玉管上也刻画有鲜明的龙首
纹……由此可见，在二里头文化
之前，华夏大地上的龙形象五花

八门、异彩纷呈。
如此多的龙形纹饰，只有河南

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一条刻画在陶
器器盖上的“龙”，与二里头出土的
绿松石龙形器头部图案十分相似：
圆角方形面，蒜头鼻、梭形眼。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
青解释，新砦文化比二里头文化
早，二者实际上是一种承继关系。
专家分析认为，到了二里头文化时
期，龙的形象增添了想象和虚拟的
成分，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整合态
势。“二里头都邑出现的龙形象，应
该是华夏大地众多族群在龙形象
上从多元到一体的隐喻和表征。”
许宏说，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考古发现显示，夏王朝之后，
龙形象的承继与发展并没有结
束，二里头龙形象的很多要素，如
整体面部特征、梭形眼、额头上的
菱形装饰、龙身的连续鳞纹乃至
一首双身的形体特征，一直延续
到商王朝。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卢杨然 通讯员 徐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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