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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

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

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

金融“五篇大文章”，为金融机

构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

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工商银行洛阳分

行坚定扛牢国有大行责任担

当，扭住产业发展、城市提质、

乡村振兴“三项重点工作”，以

优质服务赋能新质生产力发

展；紧扣重点领域金融需求，

切实把“五篇大文章”落地落

细，当好服务洛阳发展金融主

力军。截至2024年6月末，

该行各项存款余额807亿元，

较年初净增74.1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731.2亿元，较年初新

增49亿元，存贷款较年初增

幅分别达到10.1%、7.2%；先

后获得河南省委省政府授予

的新一届“河南省文明单位”

称号、洛阳市委市政府授予的

“2023年度十佳创新金融机

构”称号，为洛阳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要素。

工商银行洛阳分行紧扣新质生产力发
展需求，做好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推动科
技和金融“双向奔赴”，着力打造全周期、全
链条、专业化、精准化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
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全力支持产业发展。该行围绕洛阳产
业转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基础再造、
强链补链延链等重点服务领域，多管齐下，
满足产业集群、单项冠军、创新龙头融资需
求，支持企业加快技术突破、产品迭代，推动
洛阳更多产业转型升级，抢占科技创新战略
制高点和产业发展新赛道；重点推进“制造
业金融服务提质工程”，加强政策资源倾斜，
2024年上半年累计投放制造业贷款70.5亿
元；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制造业贷款余额
141.7亿元，居洛阳国有大行第一位，较年初
净增7.6亿元，迈出科技金融新步伐。

精准服务科创企业。该行结合科创企
业自身特点，优化评级授信模型，为重点科
创企业提供“科技贷”“专精特新贷”等科技
金融产品，并开辟审批“绿色通道”，提高服
务效率；在自贸区洛阳片区设立服务网点，
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业务管理等方面开
展创新试点工作，探索专业化发展新路径，
为科创企业插上“金融翅膀”。截至 2024
年6月末，该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金融
贷款分别净增8.7亿元、1.7亿元，切实打造
科技金融“桥头堡”。

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做好“专精特
新”、单项冠军等企业融资……该行正以科
技金融“服务套餐”助力洛阳科创企业“迎
风起舞”。

提供科技金融服务
全面助力产业发展

洛阳分行聚焦社保金、年金、个人养老金“三
大支柱”，做好养老金管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养
老产业金融、防诈反诈等工作，持续加强对健康产
业、养老产业、银发经济的金融支持。

优化提升适老化金融服务。该行加强“工行
驿站”服务品牌建设，做好养老金业务提示牌升级
改造，设置爱心服务窗口、养老金服务窗口，在各
网点提供座椅、饮水、急救箱、轮椅等惠民服务，推
进智能化适老化改造，用好“幸福生活”版手机银

行、“融安e信”智能防诈系统，让防诈反诈迈向智
能化；通过LED屏、公众教育区、宣传折页等持续
开展老年客群防电信诈骗、反诈拒赌、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宣教活动，增强老年客户风险防范意识。

积极推广“第三支柱”养老金。该行加大“第
三支柱”养老金账户的宣传推广和开立工作力度，
深入各类企事业单位、中小企业进行宣传推广；组
织服务人员深入社区宣讲养老金融知识，综合施
策温暖“夕阳红”。

优化养老金融供给 持续温暖银发一族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不断擦亮生态底色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
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近年来，洛阳分行的绿色金融服务脚步不断
加快。该行丰富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健全金融支
持绿色发展工作机制，建立绿色贷款目标客户库、
目标项目库，统筹绿色信贷投放，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凝聚绿色金融发展合力。

与此同时，该行抓好绿色金融重点领域服务，
加大绿色交通、可再生及清洁能源、生态环境治
理、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等领域信贷投放力度，做
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制造、能源保供等领
域服务。截至2024年6月末，该行绿色贷款较年
初净增13.4亿元，增幅10%，持续增强绿色金融服
务能力，擦亮绿色金融底色。

服务人员走进企业，产品送到田间地头，合作
延伸到更多领域……多年来，洛阳分行的普惠金融
服务不断升级，为小微企业解燃眉之急，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为小微企业送上“真金白银”。该行认真落实
“万人助万企”“行长进万企”等工作部署，做好民
营、小微、科创等企业融资服务，主动为企业送知
识、送政策、送产品、送服务；以“3+1”多层次产品
体系为抓手，加大“经营快贷”“网贷通”“供应链融
资”等产品推广力度，用好“创新积分贷”“e 企快
贷”“国担快贷”“政采贷”等信贷产品，推动普惠
金融“增量、扩面、提质、降本”；健全完善“敢贷、
愿贷、能贷、会贷”机制，畅通“绿色通道”，落实
好延期还本付息和续贷政策，规范小微企业融

资服务收费，确保普惠贷款稳步增长、企业融资
成本持续下降。截至 2024 年 6 月末，该行普惠
贷款余额 89.6 亿元，较年初净增 17.7 亿元，增幅
24.7%；新发放普惠贷款利率为 3.44%，激发各类
市场主体活力。

到乡村田野浇灌“金融活水”。该行落实洛阳
市委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强化对乡村特色产
业项目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金融支持；根
据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特点，探索丰富增信方
式，全方位优化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截至
2024年6月末，该行涉农贷款净增16.8亿元，增幅
15%；投放全国首笔“牡丹贷”480万元，累计投放

“牡丹贷”1980 万元；投放全省首笔“巴旦木贷”
300万元，把“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引向田间地头。

用好普惠金融产品 洒下金融阳光雨露

洛阳分行坚持把握机遇、重视安
全，提升数字化经营服务能力，优化
业务管理，提升服务质量，降低服务
成本；持续组织业务培训，开展“数据
赋能 助力发展”精准服务项目，并积
极收集基层痛点、难点、数据应用需
求，运用数据大屏、云 e 图等数字化
产品，为经营决策提供直观的数据分
析结果，为重点战略落地提供可靠数
据支持；强化数据化人才队伍建设，
抓好大数据、智能化等专业人才培
养，截至目前已建立管理信息专业核
心分析师、专业（支行）应用分析师、
复合型管理人才三个层级“数据菁
英”人才队伍，为数字化经营奠定人
才基础。

同时，该行加快金融服务数字
化 转 型 步 伐 ，加 强 工 银“ 兴 农 通 ”
App、手机银行等产品推广运用，拓
展线上服务渠道，完善立体服务体
系；健全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要求
的管理体系，做好智慧政务、智慧乡
村等领域服务，增强运营韧性，切实
提升金融消费者服务满意度和权益
保护能力。

完善工作机制，丰富金融产品，全
面提升服务可得性、覆盖面、满意度，
着力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多样化、可
持续的“五篇大文章”服务体系……工
商银行洛阳分行正全力做好金融“五
篇大文章”，当好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
和维护金融稳定压舱石，为现代化洛
阳建设贡献澎湃工行动能！

工行 文/图

争做数字金融先锋
快步走进智能时代

工商银行洛阳分行：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当好服务发展主力军

贡献 工行 力量

工商银行洛阳华山支行工作人员到
某牡丹种植园提供上门服务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蒋颖颖 通讯员 王琰）近
日，由市慈善联合总会指导的“孟都爱心基金”慈善研
学公益夏令营成功举办。来自我市的50余名青少年

（含困境儿童）及其家长、老师等参加活动。
当天，50多名青少年在家长、老师的陪伴下，参观

伊利学生奶生产线，聆听爱心企业慈善故事，参加“我
与慈善的故事”主题演讲活动，还到河南省红色教育基
地朱德出太行纪念馆参观学习，感受革命先辈的奉献
精神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市慈善联合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由孟
都爱心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孟都爱心基金于2023年
11月由市慈善联合总会与洛阳孟都商贸有限公司签
约成立，主要用于促进我市教育、体育、文化事业发
展。活动通过组织青少年聆听慈善故事、感受慈善文
化，让广大青少年从小树立慈善公益意识，深植慈善理
念，让爱心火炬不断传递，慈善文明永久流传，推动社
会慈善公益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爱心基金助力
公益夏令营举行

炎热夏季，不少市民习惯点一份外卖，等着外卖
小哥送餐上门。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当前，
全市正通过持续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行动，守
牢食品安全底线。

“我们于5月初启动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行
动，对包括政和路在内的辖区外卖较为集中的街区
进行重点治理。”洛龙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治理行动重点对各外卖商户的原料采购贮存、从
业人员健康、“三防”设施配备、后厨环境卫生等方面
进行规范提升，并要求其签订规范经营承诺书，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制止餐饮浪费主体责任，
并对问题较多的商户进行约谈，由辖区市场监管部
门督促整改并组织复查验收，切实消除夏季食品安
全隐患。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外卖平台
上的商家准入已经有严格标准，您在下单点餐前，
可查看商家页面的营业许可资质，查看实际餐饮服
务范围和相关证照的经营范围是否一致，实际地
址、线上地址和所提供营业执照上的地址等内容是
否一致等。此外，建议您通过正规的外卖平台订
餐，尽量选择信誉较好、经营状况稳定、距离较近的
餐饮商户，收到外卖后要检查包装有没有破损和被
打开的情况，确认完好后及时食用。如果您发现点
的外卖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直接拨打 12315 投诉
举报电话进行投诉。

洛报融媒记者 李岚 通讯员 杨峰 赵晓涛

治理网络餐饮
确保食品安全

近日，在栾川县伏牛山清凉界风景区，游客乘坐小火
车观景休闲，高山生态草场美景如画。

暑期，位于伏牛山深处的清凉界风景区凉爽宜人、生
态景观优美，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夏避暑。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侯豫炯 摄

生态草场美如画

“土地不上化肥，玉米苗照样长得
好，秘诀就是这一池废水。”昨日上午，
说起种地的秘诀，宜阳县高村镇丰涧村
村民周建军笑得合不拢嘴。

跟随周建军走进麦茬玉米田，只见
一根根连接着地头阀门的软管排列有
序，管子上一个个小孔均匀地向外喷射
黑乎乎的水肥，软管的源头通向几百米
外的新大农牧公司沼液池。“玉米苗喝
上水肥营养餐，叶片油绿肥厚。”说话
间，他揪下一片叶子介绍说。

废水变水肥，此事得从多年前说起。
2019年，新大农牧公司投资2亿元在丰涧
村建起标准化养猪场，围绕生猪养殖、母
猪繁育、循环农业等，致力打造现代高效
农业示范园区，月均出栏仔猪1.4万头。

饲养这么多牲畜，粪便咋处理？“依
托农业绿色循环技术，我们巧将沼液变
废为宝。”新大农牧公司环保部门负责
人李飞说，得益于优化后的处理工艺，
天然粪便经高温好氧发酵成了固体有
机肥料，分离出的液体粪肥则被送进覆

膜沼气池厌氧发酵处理，老周说的水肥
正是经发酵处理后集中存放的沼液。

沼液浇地好不好，群众心存疑虑。
为了验证肥力，新大农牧公司在厂区周
边承包了900多亩土地种植苜蓿，田间
施肥管理只用沼液。“用沼液浇出来的
苜蓿长势旺盛，陆续有村民提出用沼液
浇地。老周是首批‘吃螃蟹’的村民。”
李飞说。

宜阳县农业农村局畜牧股股长赵
亮亮介绍，沼液中富含氮、磷、钾等多种
植物所需养分和生长促进物质，沼渣质
地疏松，不仅能为农作物提供全面营
养，而且肥效长，能有效避免过量使用
化肥烧坏作物根系的情况和造成污染
环境的问题，是理想的无公害肥料。

“增压泵每次泵出的水肥能浇40亩
地，前期铺设的管道直通地头，只需每

隔半小时移动一下喷水管就能保证水
肥均匀覆盖。”周建军说，近一个多月
来，全村利用沼液浇灌的麦茬玉米田已
超900亩。

更让村民开心的是，新大农牧公司
免费提供沼液供大伙浇地。“沼液浇地
不花钱，节省了买化肥的钱，亩产也提
高了，从而增加了整体收益。”周建军说。

废水变水肥出现在宜阳，背后是
当地紧扣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要求，
聚焦废弃资源循环利用关键环节，全
链式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全力打
造新型多层次循环农业生态系统的生
动实践。

高村镇党委书记冯信光表示，将依
托沼液沼渣有机肥入田经验，深化探索

“种养结合”生态发展模式，在走好现代
高效生态循环农业之路上，有效提升农
村土地生产力、改善人居环境、增加农
民收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洛报融媒记者 郭学锋 实习生 马
毅龙 通讯员 麦怡琳 张丹凤 文/图

宜阳县丰涧村探索“沼液入田”模式，实现土地增肥、环境改善、群众增收“三赢”

废水变水肥，这“沼”真中！

沼液浇地沼液浇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