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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

出发，加强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统筹谋划，推动金融事业
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
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
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
展之路。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春日的黄土高原正从寒冬中苏
醒。熬一碗陕北小米粥，薄薄的米
油覆在上面，米汁如脂，入口回甘。

丰收，是农民朴素而恒久的期
盼。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
养活我长大……”清香醇厚的小米
粥、小米饭，是陕北人餐桌上永不过
时的美味。延安时期，小米更是滋
养了千千万万革命战士，成为“红色
传家宝”。

然而由于经济效益低、销售渠
道窄、耕作费时费力等问题，当地小
米产业一度低落。

俯身田间，探究小米之变。
聚人才，拓渠道，促增收。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基层

用一个个实践案例作答。
因小米而得名的陕西省榆林市

米脂县，大学生张雄彪与20多个同
学一起返乡创业，设立陕西青创联
盟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帮助乡
亲们“卖小米”，累计带动农民增收

600多万元。
在革命圣地延安，“80后”村民

毛伟尝试“触网”直播，镜头里山野
民居，袅袅炊烟，带动“土特产”飞出

“山坳坳”，最多一天收入超 8000
元。

植根一方水土是农业“源头活
水”，热情拥抱新模式拓宽振兴之
路。目前陕北地区谷子、糜子等小
杂粮种植面积约 360万亩，总产量
约39万吨，重点企业近百家。

流通多渠道助推“土特产”飞向
大江南北。从2014年至2023年，我
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由 1800亿元增
长到2.49万亿元。

“数商兴农”，却不止于兴农。
从田间地头到厂矿车间，数字

经济正持续赋能传统产业，“老树”
发“新芽”，加速产业蝶变。

走进企业，感受产业之变。
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如今走在陕北大地，小米产业

的“热气腾腾”处处可见：选育良种、

规模经营、培育企业、开发产品、打
造品牌、线上销售……

小米锅巴、小米酥、小米乳、小
米油、小米茶、小米咖啡……品类丰
富的“新味道”，让小米成为新时代

“网红”。
从“充饥饭”“红色米”到“致富

粮”，产业链长了，附加值高了，土特
产“洋气了”！

淡淡乡愁里有不变的滋味，
产品创新则带来“青春活力”。陕
北小米种植面积已有约 100 万
亩，年产量约 16 万吨，“延安小
米”“米脂小米”等品牌价值不断
提高。

科技助农，却不止于助农。
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从

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引
领的新质生产力，正加速构建我国
现代产业体系。

感知市面，洞察时代之变。
重创新，求突破，谋幸福。
呷一口新开发的“小米乳饮

料”，米香在唇齿间回荡。从“糊口
粮”到健康“新宠”，折射出消费结构
的转变。

一人食、减脂餐、零添加等消费
观念，正重塑消费习惯。满足人们健
康需求的同时，不断创新的小杂粮成
为陕北农民增收的“拳头产品”。

气温回暖，黄土高原又添新绿。
销售特色农产品、体验陕北民俗、民
宿迎来客人……陕北小米助力一二
三产深度融合，增收致富实现“多点
开花”。

创新富农，却不止于富农。
消费格局重塑，为构筑新竞争优

势赢得主动。正在培育的新质生产
力，让“土特产”成为“香饽饽”，是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山丹丹红来哟山丹丹艳，小米
饭那个香来哟，土窑洞那个暖……”
立于沟峁之上，高唱一首陕北民歌。

余音回荡，神清气爽。
陕北小米的新味道，是迎面而来

的和美乡村。

陕北小米的新味道
新华社记者 陈钢 雷肖霄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3月23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严汉平到
宝塔区调研市场消费、园区建设和产
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按照市委扎实推
进新时代延安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一六四”工作布局和“12345”年度
工作安排，多措并举持续激发消费潜
能，科技赋能培育壮大产业链群，不
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坚实基础。

严汉平来到碾庄汽贸城，先后走
进比亚迪、长城魏牌、华为问界等汽
车销售企业和广盟二手名车市场，详

细了解企业销售、营收、业务布局以
及促消费政策落实等情况。他强调，
要扎实开展遍访“五上”企业行动，用
好企业生产经营周“解难”机制，及时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推动助
企纾困政策直达快享，持续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要抢抓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机遇，充
分发挥汽车等大宗商品对消费的带
动作用，精准制定促消费政策措施，
加快公共停车场、居民小区等重点区
域充电设施建设，提升维修、保养等
售后服务质量，规范二手车交易市

场，让更多的消费留在延安，力促消
费企稳回升。

在延安新材料产业园，严汉平
认真听取园区发展情况介绍，实地
查看众邦源、圣烯科技、奇点益方能
源、三达膜、纽恩赛弗等企业生产情
况。他强调，要持续完善园区配套
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不断
增强园区产业集聚和综合承载能
力。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持续
催生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
动能。要紧盯产业发展方向和市场

需求，突出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下
大力气引育上下游配套企业，加大产
品研发、生产、推广力度，推动重点产
业延链补链强链，加快形成集聚效
应，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严汉平要
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助
力企业破解融资、销路等发展难题，
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培育更多“专精
特新”企业，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
力活力。

调研期间，严汉平还实地了解了
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和枣园派出所规范
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

严汉平在宝塔区调研时强调

多措并举持续激发消费潜能
科技赋能培育壮大产业链群

近日，在高新区创新科技产业园
内，陕西延能天元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一期油缸再制造生产基地机器轰鸣，
工人们抢抓时间、开足马力加紧生
产。据悉，一期油缸再制造生产基地
项目可达到再制造及制造油缸 8000
根/年，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预计年平
均营业收入 13200万元，年预计上缴
税收1025万元，带动就业100多人。

记者 王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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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小艳 通讯
员 曹慧 范婷）记者3月20日从中
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了解到，该
行日前成功办理了陕西省首笔柜台
式债券质押再贷款 490万元，惠及
农户32户，推动全省柜台式债券质
押再贷款业务实现“零”的突破。

近年来，为解决村镇银行等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央行资金使用中合
格质押品不足问题，人民银行延安

市分行持续加大工作创新力度，用
好货币政策工具，全力支持地方法
人金融机构发展。3月4日，安塞农
银村镇银行向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
申请再贷款，质押品为3月1日通过
农业银行延安市分行购买的陕西省
首笔“债市宝”柜台国债。人民银行
延安市分行高效完成托管、质押、放
款手续，于3月7日成功为安塞农银
村镇银行办理陕西省首笔柜台式债

券质押支农再贷款，有效发挥了央
行资金特定领域的精准滴灌作用。

据了解，柜台式债券质押再
贷款业务是未加入银行间债券市
场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通过柜
台债券开办银行购买国债、地方
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
等，将债券质押用于申请再贷款
的方式，主要解决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未加入债券市场、无法通过

市场自主购买债券，缺乏再贷款合
格质押品的问题。

据人行延安市分行相关人员介
绍，该笔柜台式债券质押再贷款的成
功办理，打破了近年辖区村镇银行因
无合格质押品无法借用低成本央行
资金的困境，既可以支持小银行在流
动性不足的情况下及时获得央行资
金，又可以提升银行间债券市场活跃
度。

陕西省首笔柜台式债券质押再贷款业务落地延安

强信心强信心 稳预期稳预期 助增长助增长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
国家创新型县建设，近年来，黄陵县充分发挥地
域资源禀赋优势，始终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在深化“四链”深度融
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创新人才集聚、创新生态
优化、创新主体培育、创新载体建设等创新发展
能力提升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奋力打造全省科
技创新支撑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

平台搭起“创新桥”

近年来，黄陵县从轩辕直播间助力企业电
商转型，打造直播产业生态圈；果业防灾减灾科
技创新监测预警服务平台满足果业智慧化发展
需求；以黄陵矿业公司“智能AI+诺莎”安全管
理体系、110工法开采推广应用为重点，搭建工
业互联网，涵盖了智慧工业、科技创新、现代农
业科技创新、数智黄陵的轩辕科技创新中心等
多个成果，展示出科技创新赋能对产业发展的
强大驱动力。

“与往年相比，今年接洽入驻的企业里，人
工智能机器人、绿色能源、生命健康等领域的优
质企业纷至沓来。”黄陵秦创原轩辕科技创新中
心招商经理党煜介绍道。

黄陵秦创原轩辕科技创新中心通过培训持
证技术经理人，与高校签订校地学研基地合作协
议，召开科技成果校企对接专场会议，为科技型
人才、企业兑现奖补资金，提供专业培训等方式
持续推进优质资源和创新服务向产业集聚，吸引
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集群发展。

对于轩辕科技中心成立以来的变化，黄陵
县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兰民峰表示：“在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的强大支撑下，以黄陵轩辕科技
创新中心为窗口，紧抓机遇，加快推动科技创新
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在发展过程中不管是
企业、高校还是我们本身，都能感受到创新生态
带来的产业吸引力。中心自运营以来，已有
187名各类高级人才被引进，他们与143家创新
企业共同构成了黄陵强大的创新阵容。”

农业有了“科技脑”

3月21日，来到黄陵县雷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草莓智能化温室大棚，
先进的物联网智能温控系统正实时为草莓苗增温加暖，促进一棵棵草莓
苗茁壮生长。在不远处的电子屏幕上，大棚内的土温、土湿、二氧化碳浓
度等情况一目了然。

“这种粉色的草莓品种被称为‘粉玉’，近期深受游客欢迎。绿色、健
康、安全、口感好，不易滋生病虫害，基本上不用打农药，在智能化温控的
助力下，长出的草莓果实表面的颜色会更均匀，果实大而色彩鲜亮，果肉
特别细嫩可口。”雷震顺手摘下了一颗“粉玉”草莓向参观游客展示。

雷震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司朝着更加科学、智能化的方向去管理大
棚。物联网智能温控系统、自动调节温室喷淋滴灌、内外遮阳、加温补光
等设备，使草莓苗得到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得出棚草莓不仅品质更
优，并且种植的人工成本显著降低，产量也不断提高，利润逐年增长。

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
利条件。通过壮大培优产业、优化扶持政策、搭建创新平台等措施，现代
化智能软硬件源源不断为农业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近年来，黄陵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科技兴农的核心要素，鼓励企业
发挥技术优势，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效能的提升。在这里，集约化、精
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农业发展趋势日益明显。无人机巡航、智能灌
溉、精准施肥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高效、环保、可持
续。

矿区监测全天候

瓦斯抽采、火灾预警、人员精确定位、可视化精准采煤……
走进位于子午岭深处的黄陵矿业双龙煤业指挥调度中心，井下的各

个区域和生产过程都清楚显示在大厅的各个区域显示屏上。
“今天二班所有入井的人员都在什么位置，具体在进行什么操作，都

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在调度员张建忠面前的大屏幕上，两名井下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精准作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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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欢 通讯
员 闫婷）气象服务，助力果业发
展。3月 22日，全省首家苹果气
象科技小院在洛川成立，将为开
展苹果相关研究、科普示范等提
供开放平台，为延安乃至全省果
业健康发展提供科技保障。

洛川苹果气象科技小院设在
洛川苹果气象试验基地，是由陕
西省气象局、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延安市人民政府主导，以苹果气
象服务中心洛川苹果气象试验基
地为依托，融合高校、科研院所、
农业农村部门等资源，按照“八个
一”目标建设。小院设置有干旱
胁迫场、地面观测场、气候模拟
室、果园、气象实验室及业务平台
（实验室）等设施设备，是集“气

象+高校+科技+秦创原”的科技小
院示范点，全力打造具有引领示范
作用的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成立后，将建立“前
店后厂”运行模式，通过苹果气象
科技小院，相关部门、高校、企业将
融合气象大数据和前端气象科技，
开展苹果气象监测、气象灾害科
普、人员培训、科学实验、苹果气象
服务等工作，充分发挥“气象+”科
学试验和科技示范服务作用，凝聚
行业部门的资源和优势，坚持让科
技成果“走进来”，让气象科技服务

“走出去”，在助力乡村振兴、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农民增收等
方面发挥积极重要作用，通过“小
平台”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打
好果业新质生产力头阵。

全省首家苹果气象科技小院在洛川成立
为延安乃至全省果业健康发展提供科技保障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3月 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俄罗斯莫斯科州一音乐厅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莫斯科州一音乐厅发生严重恐怖

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习近平强调，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烈谴责恐
怖袭击行为，坚定支持俄罗斯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努力。

习近平就俄罗斯发生严重恐怖袭击
事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