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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报
大同农信“三步曲”为万亩花海注金融活水

忘忧金针惠百姓，致富黄花兴万家。农信活水润
花海，乡村振兴催农忙。黄花菜又名金针菜、忘
忧草、安神菜，是席上珍品和观赏名花，其根、茎、
叶均可入药。作为全国闻名的“黄花之乡”——
大同市云州区种植黄花已有 600 多年历史，因地
处火山群，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拥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了七蕊金黄、苗大苔繁、
肉厚角长、口感独特、营养价值极高的黄花菜，
品质品相堪称“国内一绝”。

“小黄花大产业，很有发展前途。希望把黄
花产业保护好、发展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国
知名品牌，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大同黄花产业擘画了
蓝图、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激励着大同人民辛
勤劳作，走上脱贫致富的“忘忧路”。

在巩固脱贫攻坚上“下功夫”

大同农信在金融巩固脱贫攻坚中，围绕黄花
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开展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
打造“黄花金融”品牌，把“巩固脱贫攻坚”与“助
推产业发展”全面结合，为当地黄花产业提供了
强大的金融支持，帮助“脱贫宝”真正成为“致
富花”，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切实做到了服
水土、接地气、益大众。2020 年 5 月以来，为解
决农民资金难题，大同农信指导辖内云州农商行
为黄花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忘忧易贷”等九款信
贷产品，全力支持黄花产业蓬勃发展 , 实现农民自
主创业和自身发展壮大“双赢”。

“种了一辈子地，以前最不愿意种的就是黄
花，周期长、收成慢、晾晒难，没想到最后还是
靠黄花致富了，多亏了信用社给咱借了钱呀。”
吉家庄村的村农民张广过去是一名贫困户，在云
州农商行的扶贫小贷支持下他种了 40 亩黄花，没
想到不但脱了贫，还靠着种黄花的收入供两个孩
子上了大学、盖了楼房、买了汽车，还给儿子娶
了媳妇。像张广这样的例子，在云州区数不胜数，
大家纷纷靠从信用社借的款开展黄花种植，逐渐
摆脱贫困过上了小康生活。截至目前，大同农信
社金融支持扶贫贷款余额 29.26 亿元，精准扶贫贷
款余额占到全市金融机构总额的 40% 以上，位居
全市首位，为 1.5 万贫困户和 150 户企业提供了金
融扶持。

在助推黄花产业上“显真招”

产业发展是基础 ，产业兴旺是乡亲们增收致
富的保障。大同农信社积极助推“特”“优”产
业升级，从支持黄花规模化种植到支持企业开发
鲜食黄花、黄花酱、黄花化妆品等高品位黄花产品，
不断推动黄花产业向着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生产、
品牌化销售的现代农业迈进。

大同三利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门加

工、销售黄花的地方企业。2019 年，三利农产品
公司为解决雨季黄花晾晒问题，专门引进黄花烘
干技术及生产线，但限于企业规模小、缺少抵押物，
面临流动资金短缺。当地农信社主动上门，在企
业最艰难的时候，仅用一周时间就为企业发放了
500 万元贷款，解了企业燃眉之急。“如果没有信
用社的支持，我们公司不会有今天的规模和效益。”
三利农产品的负责人说。在大同农信的资金支持
下，该企业通过构建“基地 + 农民 / 合作社 + 公司”
的一体化经营模式，与辖内 10 余个乡镇的 2 万多
农民、35 家合作社签订种植收购协议，带动 6000
多户农民通过种植黄花增收致富。黄花年产量约
达 2000 吨，产业发展辐射带动了周边 40 多个村，
在每年的黄花采摘旺盛期，为周边乡镇的 400 余
户贫困农民提供工作岗位，为农民增加了采摘收
入。

车间里，一条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加快生产，
工人们正在细心分拣黄花菜。“我在厂里工作近
一年了，主要负责分捡黄花，一年收入大概两万
多元，家里还有几亩地，每年靠土地流转也能收
入三千多，我一个人靠黄花就可以养活一大家人。
以前光靠种地，收入少还要担心收成，现在之所
以能过上好日子全靠黄花，是小黄花给了我们大
梦想。”三利公司一位分拣黄花的大姐激动地说。

大同农信为黄花及其上下游产业注入信贷资
金规模达 1.86 亿元，直接投放黄花种植加工产业
贷款 1.37 亿元，涉及黄花种植面积达 4 万余亩，
扶持当地农户 716 户，支持相关商户和企业 22 家，
帮助农民和贫困户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小康路，
将一株株“忘忧草”绽放成了万亩“致富花”，
有力地促进了黄花产业腾飞。

在发展乡村振兴上“见实效”

大同黄花产业发展已驶入快车道，黄花精深
加工正大步迈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之路。以黄
花产业提质增效为目标，以一二三产业融合为路
径，重点打造集种植、加工、科研、产业融合于
一体的黄花产业集群。黄花产业正走出“种花卖花”
的原生模式，逐步提升产品附加值。目前，大同
云州区建成了 15 家龙头企业，95 家黄花种植专业
合作社，拥有 8 个国家级品牌，黄花种植面积达
26 万亩，黄花年产值近 9 亿元，亩均收益 5000 元。

大同农信倾力为黄花产业量身定制特色信贷
产品，创新担保方式，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帮助
辖内龙头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融资扩产，助
推黄花产业良性发展和规模化经营。依托农场休
闲观光、农耕体验等项目，大力支持黄花产业与
生态旅游、文化康养深度结合，为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贡献金融力量。

扶持黄花产业发展，只是大同农信金融精准
扶贫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全市农信社按照“扶
持一个企业、支持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辐
射一片贫困户”的产业扶持路线，重点支持乡村
振兴特色产业，加大对黄花、黄芪、小米、药茶
等的支持力度，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做大做
强涉农龙头企业，帮助优势产业建设成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的支柱产业，成为农民兴业创业、增
收致富的重要源泉。

今后，大同农信将自觉扛起乡村振兴的政治
责任和历史使命，以支持地方“特”“优”产业
发展为蓝图，以“黄花金融”为依托，不断引申
普惠金融，扩大金融辐射圈，出真招、下实功，
积极探索支持乡村振兴新路径，为巩固脱贫攻坚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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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忘忧草” 一朵“致富花”
中国新报 夏至炎热，细雨送爽。在党百年华

诞将至之际，6 月 23 日，交通运输部安全与质量
监督管理司党支部、离退休干部局党支部、北京
市道路工程质量监督站党支部和北京市首都公路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在中交隧道工程局北京
东六环（京哈高速 -- 潞苑北大街）改造工程项目
开展了党建联学活动。交通运输部安质司党支部
书记彭思义主持活动，首发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李荣均、中交一公局集团副总经理李英俊、
中交隧道局副总经理兼纪委书记常宝勇、中铁
十四局等 9 个单位人员 80 多人参加了活动。

参加活动人员冒雨到安全质量监控中心观看
了东六环项目情况介绍，在物资超市前合影留念。
党员佩戴党徽，在中交隧道局北京东六环项目会
议中心进行了党建联学交流。

此次党建联学活动主题为“学史明理开新局，
联学实践庆百年”，重点围绕学党史、促发展，
进一步密切联系、加强协作、携手共进，通过联
学活动实现优势互补、互学互帮，共同推动党建
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全面提高。首发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李荣均介绍了项目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
况；交通运输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书记、局长张
晓冰介绍了部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主题联学品
牌活动开展情况；交道口党支部书记孙鲁闽与老
党员以及交通运输部机关团委书记苑海珍分别对
党史学习教育体会进行了交流。交通运输部党史
学习教育第六巡回指导组组长、部管理干部学院
原党委书记、部党校原第一副校长张延华对联学
交流进行了总结。

中交隧道局北京东六环项目经理何剑光带领
参与活动人员顺着安全梯到地下 27 米的“运河号”
盾构机始发井，参观了“运河号”盾构机、刀盘
和主驾驶室，感受“地下航母”带来的震撼。何
剑光介绍了盾构机制造安装过程和施工原理及程
序。“运河号”盾构机为中国交建全自主知识产
权研发制造的大直径泥水盾构机，刀盘开挖直径
16.07 米，整机总长 145 米，总重量 4500 吨 , 首次
应用刀具光纤磨损检测、同步双液注浆、超长距
离不换刀、全智能化管片拼装等关键技术，是国
内在施项目中最大直径盾构机，名副其实的“国
之重器”。

此次党建联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
有党史学习，又有团课讲授，还有学习经验交流，
体现了学习党史、明确理论、坚定信仰的学党史
主题，学以致用，理论指导实践，将学习成效转
化为工作动力，以优异成绩向建党百年献礼。（记
者 常魁星 通讯员 王赫）

中交隧道局北京东六环改造工
程项目举办“党建联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