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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水”焕发城市活力
徐冠昊

就在这个月中旬，佛山市
委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
在强基础、补短板、扬优势、
创特色上下功夫，全面提升金
融发展质效，以高质量金融服
务助推高质量发展。

没多久，“2024 顺德金融品
牌榜”也重磅揭晓，从服务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金融

“五篇大文章”等角度出发，展现
2024年顺德金融榜样力量。

作为制造业大区，顺德连

续 13 年雄踞全国高质量发展和
综合实力百强区榜首，顺德制
造成为国之骄傲。而先进制造
业则是扛起顺德制造这杆大旗
奋勇前行的“生力军”。在2023
年公布的数据中，顺德先进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了7.7%，占规上工
业增加值总量的七成之多。代表
先进制造的新兴产业已成为支
撑、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
赛道，他关乎新旧动能转换，关
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关

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兴产业具有前期投入较

多、研发成本较高、面临风险
较大等特点，发展具有较大不
确定性，需要金融力量的扶
持。提升金融服务制造业、新
产业水平，是顺德制造“基业
长青”向新而行的重要支撑。

而近年来，顺德也在努力
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为各
类创新主体的科技创新活动提
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

务。去年6月，启动佛山先进制
造业金融集聚区，聚集区揭牌
一年多来，已累计集聚超200家
金融及金融服务机构。拿集聚
区内的佛山建行举例，近三年
已提供知识产权质担融资超过
90 亿元、年均增速超过 150%，
截至2024年11月末，服务科技
型企业 5894 户，为高新技术企
业发放贷款超177亿元；专精特
新企业开户超1270户。

实体经济要枝繁叶茂，离

不开金融活水润泽。如何用好
“金融活水”，助推顺德经济高
质量发展？这需要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企业密切协作，同
向发力。政府有关部门要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营造良
好金融环境上下功夫，切实当
好产融对接的“好媒人”。金融
机构要在扩大信贷规模、创新
金融产品、优化审批服务、强
化担保增信等方面，多出“硬
核举措”，多送“源头活水”。

企业则要立足实业、在建链延
链补链强链、提升产品附加值
等方面发力，积极发挥创新能
动性，让新质生产力成为企业
前行的推动力。

把握时机，乘势而上，接
下来佛山将提高产业科技投融
资对接效率，加大对科技企业
信贷支持力度，推动创新资本
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金融活水
助力企业成长，也将为城市发
展带来更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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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
工作的中心任务。刚刚闭幕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促进农民
增收作出重点部署。中国要
富，农民必须富，要千方百计
鼓起亿万农民钱袋子，让农民
生活更加红火。

鼓起农民钱袋子，要在产
业兴旺上找出路，让农民有活
干、有钱赚。延安苹果、柞水
木耳、保山小粒咖啡……眼下
一批“叫得响”的特色农业产
业正在成为富民产业。广袤乡
村有自身的特色品种、民俗
文化、多样生态等资源，要
做好“土特产”文章，壮大
县域经济，立足区域发展整
体规划主导产业，因地制宜
发展富民产业。一方面积极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由
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
变 ， 做 好 农 产 品 增 值 大 文

章。另一方面，用好田园风
光 、 民 俗 风 情 等 特 色 资 源 ，
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
新产业新业态，让更多产业
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农民增
收。

鼓起农民钱袋子，要完
善 强 农 惠 农 富 农 支 持 制 度 ，
将各项富民政策落到老百姓
的心坎上。一些地方农业产
业升级过程中，规模越来越
大、用工越来越少、农户参与
程度越来越低。要完善联农带
农机制，将农业经营主体的联
农带农成效与政策支持挂钩，
引导各类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
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更多参
与产业发展、更多分享增值收
益。要多渠道发力，赋予农民
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通过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让农民获得收益；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
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
制；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
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
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
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致贫底线。2025年是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5 年过渡期的最后一
年，要毫不松懈抓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提升
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效能。
工作中，既要重视防范整村整
乡的返贫致贫风险，又要防微
杜渐，紧盯每一个监测对象，
发现一个、帮扶一个，动态消
除风险，避免风险积累成患，
让脱贫群众一起过上红红火火
的日子。

2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
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
况的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
9 月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方面
已整改问题涉及资金 40.39 亿
元，完善制度 248 项，处理处
分1200人。

2023 年度审计揭示的农村
学生营养餐问题，既体现了审
计工作“应审尽审、凡审必
严、严肃问责”的原则，也彰
显了中央对这一民生关切事的
高度重视。

让每一分钱伙食费都吃进
学生嘴中，是确保校园食品安
全的基本保障。一段时间以

来，国内多地通报的发放霉变
蛋糕、提供变质肉给学生食用
等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这也说明，有的
地方校园餐主体责任缺位、监
管失职等问题仍然存在。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应“严”字当头。在审计利器
发挥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加大
惩处力度，严惩在校园餐里

“捞油水”等违纪违法行为，
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才能
保障在校师生“舌尖上的安
全”。

“严”字当头，还需织密
制度之网。教育部近日印发了

《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
经费管理工作指引》，聚焦关键

领域和薄弱环节，细化操作流
程和规范标准，进一步提升校
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规
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未来，各地还应针对暴露出的
问题，不断探索完善校园食堂
管理的措施办法。

千招万招，不落实就是空
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落实是关键。在实现校长老
师、食堂经营管理人员、家长
代表、学生“四方同餐”的基
础上，要建立供校食材质量控
制体系和管理平台、探索AI技
术推动学校食堂优化升级“互
联网+明厨亮灶”监管平台，
让校园餐真正成为放心餐、满
意餐。

“严”字当头！
校园餐里岂能“捞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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