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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经济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2022年以来，为稳经济、稳市场主体、
稳就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了一揽
子经济金融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昭通市
中心支行（简称“人行昭通中支”）以云南
省金融惠企利民纾困“十项行动”为抓手，
聚焦“六个紧扣”，高位推动金融助企纾
困，为市场主体提供金融“活水”，市场主
体金融服务质效提升显著，有力促进昭通
经济发展。

紧扣重大项目推进
优化融资对接机制

推动重大项目融资畅通。动态监测
全市 136个重点项目融资需求，督促金融
机构开展常态化融资对接、融资辅导、政
策推介活动，切实发挥金融要素保障作
用。截至今年 9月末，单位固定资产贷款
余额 657.32亿元，较年初新增 54.05亿元，
同比增长 7.13%；重点监测项目已获批贷

款642.13亿元，已投放447.12亿元。
全力推动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在昭通落地运用。及时组建工作
专班，主动与发改、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对
接，建立项目申报、对接、问题反馈机制，
落实项目清单台账动态管理和工作推进
周报制度，为基金落地通“堵点”、破“难
点”。其中，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昭阳旧
圃制造业片区绿色硅光伏产业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已通过国家审核，分别获得
1.27亿元、0.97亿元资金支持。

紧扣小微企业服务
形成“四贷”长效机制

梳理制作《金融机构延期还本付息政
策明白卡》等政策宣传资料，组织金融机
构开展摸底排查，建立台账清单，开辟“绿
色通道”，采取展期、续贷、调整还款方式
等措施，做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

延，促进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
效机制形成。今年前 9个月，全市金融机
构为 1048 户受困普惠小微企业办理延期
还本付息，金额8.01亿元。

深入开展小微企业首贷培育行动，制
定《昭通市首贷服务中心标准化规范》《昭
通市首贷服务中心考核管理办法》，强化
规范化管理。截至 9月末，累计发放普惠
小微首次贷款 6250 笔，金额 15.2 亿元，新
发放首贷户数占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的
比率为 14.24%；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67.79亿元，占比61.69%。

建成聚焦政策咨询、信贷培育、融资
辅导、综合服务多功能为一体的中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绿色网点 2个，为市场主体提
供账户开立、信贷支持、资金支付等“一站
式、全周期”综合服务。截至 9月末，全市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74.99亿元，同比增长
25.01%，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4.39
个百分点。

紧扣市场主体纾困
精准支持有力有效

聚焦交运行业精准发力，同市交通运
输局、市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召开工作推进
会，建立了政银企长效对接机制，明确了
政策精准宣传方案，定期推送“两企两个”，
即“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和运输物流配送企
业两类企业，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个体工商
户和个体普通货运车辆车主”融资需求名
单。截至9月末，市、县两级全覆盖召开金
融支持“两企两个”融资对接会13次，全市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领域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138.21亿元，同比增长19.69%。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开辟信贷“绿色支
持通道”，加大对其他受疫情影响暂时遇
到困难但有市场前景行业的支持力度，解
决企业资金困难。截至 9月末，全市住宿
餐饮、批发零售、文化旅游领域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 25.12 亿元，同比增长 25.7%，高

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5.08个百分点。

紧扣乡村振兴发展
深化“三农”金融服务

牵头全市9部门建立昭通市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联席会议制度，印发《2022 年昭
通市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细
则》，组织召开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研判会
议，形成工作合力。完成全省首批农业产
业链梳理，建立产业链重点企业名录库、
融资需求推送机制和融资对接情况反馈
机制。截至 9 月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833.65亿元，同比增长15.94%，占全市各项
贷款 51.55%，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 2.36个
百分点。

试点打造昭通市乡村振兴金融创新
示范基地。印发《昭通市“五位一体”乡村
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基地建设方案》，先后
组织召开昭通市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
联席会议暨突出问题研讨会、乡村振兴金
融创新基地推进会，推进工作落实。联合
镇雄县委、县政府召开了乡村振兴金融创
新示范基地启动会，评选并授牌乡村振兴
金融创新示范基地“产业带动示范户”500
户，建立了县、乡（镇）、村三级金融服务联
络机制。

创新涉农金融产品和服务，围绕“金
融+特色产业”，创新推出“苹果贷”“天麻
贷”产业发展专属特色信贷产品；围绕“金
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和支持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业态。截至9月末，全
市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余额 340.3亿
元，同比增长13.69%；全市“六大高原特色”
产 业 贷 款 余 额 74.8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7.45%。

紧扣低碳体系建设
做好绿色信贷工作

开展存量摸排和精准辅导，组织辖区

符合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范围的金融机
构全面梳理存量贷款，确保“能报尽报、不
留遗漏”。开展政策宣讲，分别向当地政
府部门、符合条件银行机构、相关企业贯
彻碳减排支持工具政策内涵，扩大政策覆
盖面。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清洁能源、节
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绿色领域发
展的支持力度，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
碳减排，探索发展绿色信贷标识、专属
信贷产品、绿色金融综合服务等。摸排
碳减排贷款需求，解决政策落实中的问
题，组织金融机构排查符合融资条件的
碳减排重点领域项目和企业，全方位深
入对接，推动融资协调。截至 9 月末，全
市绿色贷款余额 96.77 亿元，同比增长
62.84%，高于全市各项贷款增速52.22个百
分点。

紧扣房地产金融服务
推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

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
严格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合理控制
房地产贷款增速和新增占比。保持房地
产重点融资渠道基本稳定，更好满足购房
者合理住房需求。

继续实施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防止房地产贷款出现大幅波动，准确把握
和执行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平衡好
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的总量
和结构，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维护
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加强与住建、统计、银保监部门联动，
信息互联互通，分析研判全市房地产市场
运行情况、烂尾楼整治及防新增情况，精
准依法依规加大房地产金融对接，促进

“三个稳”目标有效实现。截至 9月末，全
市房地产贷款余额 305.52亿元，同比增长
9.81%，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268.64 亿
元，同比增长15.37%。

为市场主体提供金融“活水”
——昭通市“六个紧扣”切实提升金融支持市场主体效能小记

通讯员 李晓白 贾 炜 文/图

昭通市审计干部到威信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农行盐津县支行向盐津县人民医院授信设备更新改造贷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审计机关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云
南重要讲话精神，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
责，当好国家财产的“守门人”和经济安
全的“守护者”，充分彰显了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审计担当
与作为。

坚持党的集中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市审计局认真履行
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职责，提请审议
出台《中共昭通市委审计委员会工作规
则》《中共昭通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工
作细则》《关于加强县（市、区）委审计委
员会组织领导和规范管理的实施办法》
等 7 个制度和办法，明确工作规范、强化
组织管理，确保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有
力有效。提请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 5 次
会议，研究部署审计重点工作，加强全市
审计系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
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

坚定政治属性。牢固树立审计机关
首先是政治机关的意识，牢牢把握审计
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自觉用政治思维
谋划审计，用政治眼光分析审计，用政治
担当推动审计，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审计
工作全过程各环节，真正做到党的工作
重点是什么、审计就审什么。

加强党的建设。以“党建引领、作风
保障、追求卓越、再上台阶”“党建强基、信
念铸魂、严格执法、落实促进”等主题引
领，推进党建与业务“双推进、双融合、双
提升”，逐渐形成具有审计特色的党建品
牌。市审计局被市委表彰为“第二批廉政
文化示范点”，市审计局机关党委和 2 个
党支部被市直工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
织”，永善县审计局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基
层党组织”。

审计监督能力不断提升

注重科学统筹。紧扣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围绕重大政策落实、鲁甸 6.5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脱贫攻坚、保障
性住房建设管理使用、道路交通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等各阶段重点工作依法
开展审计监督，累计完成审计项目 6357
个，审计查出主要问题涉及金额 148 亿

元，向纪检监察及有关部门移送问题线
索 521 件。

注重质量提升。始终坚持把审计质
量作为审计工作的生命线，印发《昭通
市审计局审计项目时限管理办法（试
行）》《关于开展研究型审计工作的实
施办法（试行）》，强化审计实施各环节
质量管控，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效。10
年来，共有 4 个审计项目获得全国优秀
项目表彰，26 个项目获得全省优秀项目
表彰。

注重长效长治。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实施办法》《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跟踪检查办法（试行）》《昭通
市审计整改工作细则（试行）》，建立完善
协同协作推进审计整改和跟踪问效机
制，形成“两本台账”“三张清单”“五个责
任”“五项机制”的审计整改细化落实和
过程管控体系，有力推动审计整改动态
清零。

干部队伍争创一流

人员力量结构更优。为适应新时代
审计工作要求，全市审计机关主动汇报、
积极争取，在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审计
干部队伍人员编制数量得到了大幅增
加。截至目前，全市审计机关有人员编
制 425 名 ，比 2012 年 增 加 220 名 、增 长
107.31%；实有在职在编职工 382 人，比
2012 年增加 193 名、增长 102.12%；投资审
计专业人才增加到 42 人；计算机中级以
上职称人员增加到 62人。

综合素质能力更硬。采取“走出去
学”“请进来教”培训模式，克服“能力不
足”“本领恐慌”，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综合
素质，累计组织干部到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浙江大学等知名学府开展综合能力
提升培训 2000 余人次。目前，全市审计
机关副高级职称人员 27 人，比 2012 年增

加 21 人；全市中级以上职称人员 105 人，
比 2012年增加 84人。

争创一流氛围更浓。锁定党的建设
工作、审计项目质量、审计队伍建设、精神
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年度综合考核

“六个走在前列”目标不动摇，严格实行
“年评价、季总结、月清单、周研判、任务到
天、责任到人”细化落实和过程管控体系，
全面形成转作风争一流的干事创业氛
围。10 年来，全市审计干部受到省、市表
彰 13人，3名审计干部在审计署全国审计
干部培训班上作经验交流。市审计局被
命名为“云南省模范机关创建示范单位”，
6 家审计机关建成市级首批模范机关，永
善县审计局获得省委、省政府“记一等功
公务员集体”表彰，绥江县审计局被全国
妇联授予“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纪律规矩意识更强。坚持严管就是
厚爱，聚焦“零违规、零违纪、零违法、零
通报、零案件”目标要求，紧扣党的六大

纪律开展“六查六看”专项行动，紧扣干
部作风大提升专项行动开展“六问六看”
活动，时刻检视思想作风、行为规范和精
神状态方面存在问题，主动加强自警、自
省、自律。坚持刀刃向内，对全市审计机
关进行财务管理开展专项检查，对全市
11 个县（市、区）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开
展经济责任审计，及时预防、发现和纠正
自身存在问题。

精神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健全机制形成文明创建合力。自
2012 年市审计局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单位
以来，全市审计机关 10 年如一日，始终
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助力总体工作成效
全面提升的重点工程来抓，将精神文明
工作纳入全市审计系统的年度考核体
系，同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
评比。实行三年一规划，一年一方案，既
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明确各阶段创建
重点任务，有序推进创建工作。到 2021
年，全市审计机关实现了省级及以上文明
单位全覆盖，其中，市审计局和永善县审
计局创建成全国文明单位。2016 年，市
审计局建成“云南省学雷锋示范点”。

丰富活动载体增强创建活力。广泛开
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文明讲堂、兴审讲
堂、昭审读书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审计文化
内涵；全市审计系统志愿者活跃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一线，积极参与文明劝导、法制宣
传、爱心献血等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
充分展现审计干部风采，履行社会责任担
当；市审计局10年来坚持开展“代理妈妈”
活动，关心关爱1000余名留守儿童母爱不
缺失；市审计局与挂钩村携手开展“党建、
文明、平安、清廉”“四个共建”活动助力脱
贫攻坚，永善县审计局“党建联建文明共建
工会齐建”共建共促共提升等具有审计特
色的活动载体，受到社会广泛赞誉和好评。

奋进新征程，展望新未来！全市审
计机关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以审计精
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
信”要求，守正创新、笃行致远，不断提升
审计监督质效，书写了昭通审计事业发
展新篇章。

当好“守门人”和“守护者”
——昭通审计机关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通讯员 刘 洋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