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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闻

非遗的创新发展更应该贴近现代生活
——访青海省刺绣行业协会会长苏晓莉

记者 贺秋平 任琦

市文旅局与两研究院达成初步战略合作意向

为提高延安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遗失声明
郑海涛不慎将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
证 丢 失 ，证 号 ：
6106000400411，声
明作废。

延安市宝塔区
李艳家生活超市不
慎将食品经营许可
证丢失，许可证编
号：JY16106020198755，
声明作废。

（上接第一版）“在超5200家A股上市
公司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近
2900家，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孙念瑞说。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服务不
断加强——

近年来，金融部门持续加大对制
造业、科技创新、小微企业、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促进金
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

来自金融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8.74
万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约25%；绿色贷
款余额、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涉农贷款余额
分别同比增长 36.8%、38.2%、18.6%、
15.1%，均远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调整和完
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在激励
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货
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表示。

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
近年来，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

机制日益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改革成效不断显现，货币政策
传导效率逐渐提升，推动社会融资成
本明显下降。

9月份我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为 3.85%，比上年同期低 14
个基点，处于历史低位。

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统筹金
融发展和安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金融风险攻坚战，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取得重要成果。

金融资产脱实向虚势头得到扭
转——

针对资金空转、套利等现象，开展
市场乱象专项治理；全面实施资管新

规……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坚决清
理脱实向虚、乱加杠杆等活动，类信贷
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 30
万亿元。过去几年，流向实体经济资
金大幅增加。

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稳妥推
进——

近期，辽宁农商行获批开业，山西
农商联合银行、河南农商联合银行获
批筹建……我国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
构改革化险的重要举措相继出台。

机构整合、股权重构、市场退出……
近年来我国扎实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
革化险，一些改革重组后的机构正在
逐步恢复造血功能，实现稳健经营。

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完
成对436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评级。
结果显示，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峰值压降
近一半。10省市辖内无高风险机构。

社会金融秩序基本实现“由乱到
治”——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防
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出台，齐抓共
管、群防群治、各尽其责、通力协作的
非法集资综合治理格局正在形成。我
国非法集资新发案件数量、涉及金额
和人数连续多年下降。深入推进P2P
网贷专项整治工作，P2P网贷机构全
部停止运营。

多项金融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发展——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房
地产市场出现调整。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发展，成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
济金融风险的重要任务。

配合推出 3500亿元保交楼专项
借款、设立 2000亿元保交楼贷款支
持计划、设立 1000亿元租赁住房贷
款支持计划、合理优化首付比例和贷
款利率要求、稳妥降低存量首套房贷
利率……金融“组合拳”发力，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不仅要关注
重点领域，更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从整治股东股权入手，加强金融
机构公司治理；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
督管理试行办法》《系统重要性银行评
估办法》《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评估办
法》……标本兼治，补齐监管短板，筑
牢金融安全网。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系统观念，
着力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严守不发生
系统性风险底线。当前我国金融业运
行总体平稳，防范化解风险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
关工作负责人表示。

金融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稳步扩大金融开放……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有序推进，
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健全——
5月 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正式挂牌，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
革迈出重要一步。

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中央
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
革、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
国务院直属机构……今年 3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其中多项涉及金融监管领域。

业内人士指出，从上一轮金融监
管领域改革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
委员会、组建中国银保监会，到本轮金
融监管格局再次迎来重大调整，近年
来我国不断深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推动监管标准统一、监管效率提升。

金融领域制度改革持续发力——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

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创业板改
革并试点注册制，不断改进对创新创
业企业的支持和服务；设立北京证券

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
阵地……围绕供给侧发力，找准金融
服务重点，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

近年来，改革成为金融领域的高
频词。从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改革，到持续健全金融机构公
司治理，从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改革试
点取得重大进展，到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全面落地，系列改革为推动金融
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金融开放蹄疾步稳——
启动沪深港通、沪伦通、内地与香

港债券通、互换通，中国债券纳入全球
三大债券指数，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在
华持股比例限制，大幅扩大外资金融
机构业务范围……近年来，我国金融
市场展现出更为开放的姿态，外资机
构不断加大在华投入。

“中国金融市场向国际社会发出
了清晰的开放信号，也推动全球金融
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显著增强了全球
市场信心。”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总干事
李剑阁说。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来自
52个国家和地区的202家银行在华设
立了机构；从 2020年至 2023年 9月
末，在华外资银行增（注）资总计达
187.3亿元。截至今年 9月末，共有
1110家境外机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
持有中国债券3.3万亿元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环球银
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
2023年 9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
中占比为 5.8%，同比上升 1.6个百分
点，排名上升至第二位。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金
融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
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走越好，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记者 赵晓辉
李延霞 吴雨 刘慧）

推动金融迈向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延安大力实施“上云用数

赋智”行动，坚持系统布局，全面推进
电信服务、光网城市、千兆光纤等通信
网络建设，优化建设绿色智能算力基
础设施，着力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目前，城区、行政村、重点区域及公
共场所4G网络、光纤网络覆盖率均达
到100%；建成5G基站5404个，其中乡
镇及农村 1768个，行政村覆盖率达
85%，乡镇以上行政区、县级以上产业园
区覆盖率达100%。全市电话用户总数
343.71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 44.22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299.49万户；固定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106.03万户，固定
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94.97万户，
互联网上网人数363.48万人，手机上网
人数299.39万人。电子政务外网骨干
网纵向连接省级节点和 13个县（市、
区），横向连接210多个市级部门单位，
基础网络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已建成的延安云计算数据中心，
IDC机柜总容量 4438架，总带宽出口
能力达到2T以上；整合融并13个市级
部门独立机房和 18家业务专网，119
个部门单位 300个系统和网站集中上
云，基础算力规模稳步提升。

截至目前，延安已建成商用及公
交充电桩 1008个，在建待建风电光伏
项目32个、总容量412万千瓦，陕北至
湖北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配套电源黄
陵店头电厂双机投运，实现我市电力
外送“零突破”。

助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加快抢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我们还承载着国家地调局、陕西
省政务大数据局、陕西信创、陕西信合
灾备等业务，机柜上架率达90%，累计
实现产值3亿元，带动就业50余人，延
安云计算数据中心已成为华为政务云
重要服务节点、中国电信天翼云全国
第九核心节点。”7月 14日，站在即将
建成的延安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二期
施工现场，延安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
生产运营部部长冯毅向记者介绍道。

延安云计算数据中心一期项目作
为市委、市政府与华为公司的重要招
商合作项目，总占地面积 34亩，项目
总投资3.4亿元，于2018年9月建成并
运营，通过国际标准UptimeT3+认证，
获批国家工信部 IDC、ISP、CDN、ICP
四项数据业务经营牌照。

目前，华为政务云已部署省市政

府部门的160多家单位、360多个业务
系统和 100多个部门网站，华为边缘
云部署了直播中心、IEC、CDN等业务，
电信天翼云已部署云资源池、IT上云、
云桌面、互联网企业存储等业务。

随着延安云计算数据中心一期健
康运营，二期项目的建成投用，数字经
济发展的动力愈发强劲。一直以来，
延安十分注重加强数字技术基础研究
和创新驱动，按照园区带动、平台承
载、要素支撑的发展思路，打造具有一
定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引进腾讯
众创、朗新科技、上海积成等企业注册
落地，支持阿普科技、世纪网展等本土
小微企业发展。

目前，全市共有数字经济企业578
家，其中“五上”企业 29家。今年上半
年，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0.4%，线上消费
零售额增长 24.1%。现有科技创新研
发平台 450家，其中国家级 9家、省级
64家，建成市级数字化抽油机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油气智能开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能源大数据智能处理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智慧化油田协同创新
中心、物联网工程重点实验室等产业
数字化科创平台22家。

通过扎实推进新区新经济产业园
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园建设，延安云计
算数据中心、电信延安云基地、移动通
信产业园陆续入驻，华为政务云（延安
云）2.0、智能边缘云和电信天翼云、陕
西信创异地灾备业务相继部署，陕西
省政务数据异地灾备中心、延安市鲲
鹏软硬件生态适配验证攻关基地成功
落地，“红色云谷”项目加快规划设计，
数据应用、产业支撑、异地灾备等大数
据服务积聚效应初步显现。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擦亮数字经济“金名片”

2022年 12月 16日，腾讯视频和
“延安有我一棵苹果树”公益品牌联名
会员产品上线，用户可通过购买联合
会员产品，获得延安苹果或延安苹果
树认养权。“延安有我一棵苹果树”公
益品牌由宝塔区政府发起，是政府监
督、市场运作、果农受益的公益助农项
目，旨在通过“互联网+苹果产业”的创
新结合，推行“共享经济+定制农业+文
旅服务”的新模式，从而为果农创收。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延安有我一
棵苹果树”公益品牌通过多元化的营
销方式，让延安苹果走出延安、销往全

国、走向世界。同时，腾讯视频小鹅牧
场与“延安有我一棵苹果树”公益品牌
合作的互动种树游戏也在 2022年年
底上线。此项目联动腾讯视频爱玩游
戏以“互动+游戏化”方式进行品牌跨
界合作，以用户喜欢的游戏互动化形
式生动形象展示延安苹果魅力。

以“延安有我一棵苹果树”为代表
的产业数字化，正在延安蓬勃发展。
近年来，延安以建设产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示范区为引领，以三大产业融合
为导向，积极开拓数字化转型场景，培
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智慧农业稳步发展。围绕延安特
色“3+X”现代农业体系建设，我市目
前已建成智慧示范果园 16个、智能选
果线 103条、数字果园 6800余亩。洛
川陕果集团 3万吨冷库实现数字一体
化管理，甘泉、安塞、吴起、延长、子长
温室大棚物联网项目启动实施，安塞
智慧农业产业园加快建设，延安智慧
农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功能不断完善。
工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加速。建成延安
新材料产业园、宝塔区综合产业园区、
临站经济区、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
能源科技创新产业园等产业基地，共
引进三达膜、江潮智能制造、卓飞电子

等企业 121家。全市参与两化融合评
估诊断企业199家，其中4家成为省级
以上两化融合示范企业。黄陵矿业、
长庆安塞“数字油田”工业互联网建设
和工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国内领先。以
2023“数聚圣地 智创未来”——数字
延安智能创新论坛为契机，促成华为
公司在智慧矿山、数字能源、智慧医疗
等领域与我市开展合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市的电子
商务异军突起，走在了全省前列。截
至目前，我市获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 12个，建成运营市级
电商孵化中心 1个、县级电商服务中
心 13个、物流配送中心 17个、乡镇村
电商服务站点 942个，各类电商平台
注册网店、微店达到 5.82万户。成立
延安市电商联盟，吸纳成员 296人，遴
选培养崔丹妮、陕北霞姐等电商金牌
讲师、电商营销人才、直播带货达人、
电商新农人 67人。策划开展“百名主
播产地行活动”，邀请东方甄选、小杨
哥、宁夏牧飒等国内知名主播团队来
延开展专场直播带货活动。2022年，
全市实现网络交易额 131.02亿元，同
比增长 11.93%，移动支付业务突破
240万笔，交易额达到36.72亿元。

10月29日，“黄河记忆”——2023
年黄河非遗大展系列活动“黄河非遗
对话”在延安举办，来自文旅、非遗等
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业界大咖齐聚
延安，共话黄河非遗高质量发展。针
对黄河非遗的传承保护、交流互鉴、创
新发展，记者专访了青海省刺绣行业
协会会长、青海青绣数字化总部负责
人苏晓莉。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革命圣地延
安，这里的非遗气息和传统文化氛围
特别浓厚。”这是延安给苏晓莉留下最
深刻的印象。在延安期间，她参观了
黄河非遗大集展览，参与了“黄河非遗
对话”活动，与非遗传承人现场交流，
一刻也闲不下来。

苏晓莉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市场
的。创业初期，她做过生产线、卖过服
装，到后来通过拼搏努力，拥有了自己
的鞋店和服装店，事业发展得越来越
好。经历过贫困的她，心中始终有个
信念就是要回馈家乡。2011年，一次
偶然机会，苏晓莉将家乡的盘绣作为
礼物赠送给国际友人，发现他们格外
中意中国绣品。之后，苏晓莉投资办
厂，开发青绣产销一体化道路，辐射带
动10余万人增收致富，在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海刺绣，是青海民间传统刺绣
的简称，是青海妇女世世代代传承的
民间手工艺，青海刺绣以其独特的风

格和精湛的技艺，近年来逐渐成为非
遗保护和传承的典范，越来越多的人
通过青绣“绣”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
活。

“我们在基层调研时，看到很多妇
女将绣品压在箱底，日子过得很清贫，
令人十分惋惜，我们不能守着好手艺
过苦日子。”苏晓莉告诉记者，为了推
动青海刺绣传承与发展，先后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首先，我们重视传统工
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引入了数字化
技术，对刺绣工艺进行数字化转化和

升级，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得
刺绣作品更加生动、形象。其次，我们
注重品牌建设，通过举办展览、参加文
化交流活动等方式，不断扩大青海刺
绣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我们还
加强了与市场对接，开发了一系列符
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求的刺绣产品，
如刺绣服饰、家居用品等。这些举措
为青海刺绣走向市场、扩大受众群体
提供了有力支持。”苏晓莉说。

非遗的交流互鉴是促进文化多样
性和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青海

刺绣的市场开拓者，苏晓莉也希望加
强与延安等沿黄地区非遗交流合作。
她说：“延安有很多优秀的非遗，比如
布堆画、糜粘画、农民画、剪纸等，在未
来，我们可以加强非遗资源整合利用，
共同形成发展合力。”苏晓莉认为，双
方可以互派非遗传承人进行学习交
流，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技艺；同时，可
以共同举办非遗展览和演出活动，展
示两地独特的非遗文化魅力。

“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应
该是相辅相成的。首先，我们要重视
非遗的原生态保护，尊重其历史和文
化内涵。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非遗在
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通过创新使
其更加贴近现代生活。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引入现
代科技和设计理念，推动非遗的产业
化和市场化等。但是我们必须保持对
非遗本质的尊重和理解，避免过度商
业化和滥用。”苏晓莉说。

“非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我们不能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宝贝仅
仅藏在博物馆，而是应该将其更多地
推向市场，造福更多群体。”苏晓莉希
望，在未来，非遗能够进一步得到保护
和传承，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其
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她也期
待，通过加强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
让中国的非遗走向世界舞台，为促进
文化多样性作出更大的贡献。

金秋时节，在安塞区的一座座
大棚里，种植户们却正忙活着松土、
起垄、栽苗……

“去年我租的100多米长的棚，
已经种了一年黄瓜，7 月份才下
架。”在安塞区招安镇枣湾大棚蔬菜
产业园，65岁的大棚种植户白士
尧，正推着翻地机在棚里翻地。棚
里温度高，尽管已经脱了外套，汗水
还是顺着白士尧的脸庞滴落，让他
不得不干一两个来回就停下来喝一
口老伴递过来的水。

“黄瓜结得多，售卖时间长，上
一茬一共卖了10个月，收入了10多
万元，比打工可强多了。”白士尧说，
大棚租金花费 1万元，收入 10多万
元，一年下来光这一个棚纯收入就
有9万多元。

为促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招安镇规划实施了枣湾大
棚蔬菜产业园建设项目。2022年，
占地 470亩的项目一期工程已建
成，建有新型日光温室大棚65座共
计 6500米。合作社按照“先交租
金，再入园”、合同“三年一签，租金
一年一付”的租赁模式，65个棚以
每棚每年每米120元的价格全部租
给了30户135名种棚农户。白士尧
就是其中的一户受益者。

白士尧和老伴笑着对记者
说：“种大棚能过上好光景，不怕
你们笑话，卖黄瓜第二个月，我们
就买了一辆老年代步车，也赶了
一回新潮。”

自 1992年从山东寿光引进大
棚蔬菜种植技术以来，安塞区30余
年指导全区大棚种植户科学种植反
季节瓜果蔬菜，已经发展成为陕北
地区设施农业基础最好、综合实力
最强的县（市、区）。全区累计发展
设施蔬菜7.1万亩，蔬菜年产量31.5

万吨，产值14.6亿元。安塞区先后被
命名为“中国果菜无公害科技示范
县”“陕西省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县”

“陕西省设施蔬菜综合能力提升示范
县”和“陕西省蔬菜产业链典型县”。

白士尧说，自己虽然种植大棚
比较晚，但是深知科学种植的重要
性。“秋冬季里种出来新鲜瓜果蔬
菜来，这可不得科学指导，温度怎
么控制，湿度如何保障，墒要保好，
农家肥得跟上，还有病虫害的防
治，以及各种农业机械的应用，哪
一样都是农业科学说了算。”白士
尧说，区上、镇上的技术员就是他
现成的好“老师”，有啥问题随时请
教，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上门提供
免费技术服务，当“农民学生”舒服
着呢。

“多听多看多学习，准差不
了。”村上每次有技术员作蔬菜种
植技术培训，白士尧总是站在最
前面认真听细心记。他告诉记
者，自己不仅跟着技术员和好的
种植户学习，有时间了还通过网
络看相关农业专家分析，尽可能
多去学习种大棚，然后在自家的
大棚中进行实践。

“效果很不错，今年我种的黄瓜
特别受欢迎，价钱卖得也好。”白士
尧说，一棚黄瓜就收入了 10多万
元，村里人都夸他一个种棚“新手”
种出来的黄瓜反倒比好多“老手”强
了，不少人反过来向他学习，这让白
士尧心里美得不行。“虽说我种大棚
时间短，现在也成了村上的种黄瓜

‘能人’了。”白士尧说。
“现在这一茬，我要从开始就科

学种植、精心种植，争取一茬更比一
茬种得好，日子过得一年还比一年
旺。”白士尧和老伴边干活边畅想着
来年更加美好的日子。

本报讯（记者 任琦 邓志宏）
10月30日，记者从推进延安文化创
意国际化合作签约仪式上获悉，市
文化和旅游局与暨南大学文化遗产
创意产业研究院、陕西西北旅游文
化研究院三方就整合资源、服务延
安文化创意产业达成初步战略合作
意向。

据了解，合作项目意向涵盖传
统手工艺再生设计和现代转化、延
安非遗工匠培训认证、联合打造认
证体系标准和教材等多方面内容，
有望为提高延安文化软实力、增强
文化产业影响力、提升文化创意价

值贡献力量。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中华民

族圣地、黄河文化集中展现地，境内
历史文化遗产丰富，非物质文化遗
产绚丽多彩，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
影响力。“希望今后能够立足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挖掘，对延安精神及延
安传统文化当代传播和表达的传承
上进行深度挖掘，通过侨校的特色
和优势，再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的教习平
台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延
安故事。”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
业研究院院长陈平说。

科学种大棚 日子节节高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郝莉萍● 苏晓莉在“黄河非遗对话”活动现场发言

● 白士尧推着翻地机在棚里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