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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 我市采
用“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运作”
的模式，创新打造了智慧金融服务平
台，为企业提供端到端的融资服务、
金融产品推介、撮合交易等多项服
务，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今年3月，
该平台获评省财政厅地方金融科技
建设试点。

2020年以来，我市以大数据为技
术支撑，积极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
便捷高效的配套服务，汇聚了各方金
融机构的力量，成功打造线上“金融
超市”，设立银行、担保、应急转贷等
金融专区，通过大数据比对，自动为
企业匹配利率最低、服务最优的信贷
产品，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融资解
决方案。截至2023年6月，该平台累
计注册各类市场主体 18.77 万家，覆
盖我市所有行政区域，超过全部市场
主体的 25%，其中实名认证率 60%。

全市银行、转贷、担保等54家金融机
构入驻平台，汇集了人社、公积金、工
商等41个部门123项数据，上架金融
产品253款，撮合信贷交易454亿元，
平均融资成本低至4.81%。金融机构
从以前的“线下单户尽调”变为“线上
批量办理”，实现金融资源在供需双
方间的高效配置，给出小微主体融资

“最优解”。
线上“金融超市”的成功打造，着

力提升了前、中、后台敏捷响应能力，
实现了企业需求与金融资源的无缝
对接。目前，该平台已与莘县农商
行、聊城农商行、莱商银行合作开发
了“水城快贷”“莘情e贷”“莱e贷-信
用”3个线上产品。据统计，“水城快
贷”上线以来授信4055.64万元，户数
582户；“莘情e贷”上线以来对11269
户商户成功放款 43895 万元；“莱 e
贷 - 信 用 ”上 线 以 来 授 信 476 户 、
6771.39万元。

纾解中小微企业资金困难

我市创新打造线上“金融超市”

本报讯 （记者 王培源） 7 月 9
日，记者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
今年我市工业设计能力持续提升，建
立工业设计创新体系，支持工业设计
创新成果产业化，积极开展市级工业
设计中心认定工作。2023年新认定市
级工业设计中心 48 家，较去年增长
9%，这也标志着我市依托“制造+服
务”加速工业转型取得扎实成效。

我市依托优势突出的产业基础，
坚持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耦合共生、协同发展，以服务型制造
为导向、以工业设计为抓手，开辟“制
造+服务”工业转型新业态。着力做
好顶层设计，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
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实施方案》《聊城
市加快工业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意见》，对深化工业设计、服务型制
造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加大奖励
资金扶持政策，对新列入国家级、省
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项目、平台）
的，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一

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
工业设计中心企业分别给予最高200
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着力抓好
活动牵引，组织70余家工业设计机构
成立市级工业设计协会，充分发挥协
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开展政策宣
贯活动和对接活动，确保国家省市相
关政策落实见效。累计举办“工业设
计中小企业行”活动9场，促成百余项
工业设计对接需求达成合作意向。
举办第二届“水城杯”工业设计大赛
和设计创新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提
升工业设计整体水平。着力强化梯
度培育，完善国家级、省级服务型制
造示范企业（项目、平台）培育体系，
分级分类建立国家级、省级、市级工
业设计中心三级梯度培育库，强化动
态管理，精准培育、逐一提升。截至
目前，共培育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
范企业（平台、项目），113家市级工业
设计中心、33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2
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聊城开辟“制造+服务”
工业转型新业态

■ 朱海波

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功，在
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寻乌调查》《反对
本本主义》等关于调查研究的著名篇
章，也留下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的著名论断，这些篇章和论断贯穿的工
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当前，我们面临的发展局面、面对
的发展问题与若干年前是不同的，但打
开思路、解决问题的钥匙还是调查研
究。开展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

最终目的，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
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
多长，也不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
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
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不解
决问题的调查研究就是形式主义。

调查研究如同看病抓药，不知道
病源是什么就乱开药，那这种药一定
是无效药，在医疗领域，这种现象是不
多的，但在社会发展领域，这一现象还
不少。有的调研走马观花，看不到问
题就匆匆而返；有的看到了，但只是浅

层次的问题；有的触及深层次问题，但
是隔靴搔痒，拿不出真招，更别说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地解决其他问题了。
这些情况，都属于“不开药”或“乱开
药”的行为，这样的调研，没什么意义，
还劳民伤财、兴师动众，不要也罢。

形式主义的调研不解决真问题，
必须抛弃，而要把真正的调研用起
来。1990 年 6 月，刚到福州工作没多
久，习近平就乘着一艘小客轮沿闽江
调研，客轮尾部摆放着一张简陋的桌
子，上面铺着一张福州地图，习近平和

同事们边走边看边讨论，关于福州发
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很多人头脑里有
了萌芽。后来，经过“万人问卷”“千人
调研”“百人论证”，最终形成了《福州
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成为
福州市发展的总纲。

亲力亲为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反
复围绕一个问题调研，才能真正把情
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
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
法，以调研实效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操
心事、揪心事。

不解决问题的调研就是形式主义
——落实“三提三敢”、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评论①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也是落实“三提三敢”工作要求、推动聊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中办印发的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
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自今日起，本报推出落实“三提三敢”、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系列评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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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苑莘）记者7月9
日从聊城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了
解到，该公司通过加快拓展海外市
场，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今年上半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八成。

过去几年，中通客车不断加快
拓展海外市场，积极布局“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取得丰硕成果。上半
年与吉尔吉斯斯坦一次性签订了
1000 辆天然气公交车订单，创造了
中国客车单批次出口中亚国家新纪
录。此次出口吉尔吉斯斯坦的天然
气公交车，采用中通轻量化全承载
技术，匹配潍柴高热效率天然气发
动机，有效降低了碳、硫排放。中通
客车还在欧美市场积极推进新能源
客车产品出口，获得葡萄牙等国家
的新能源客车订单。目前，中通客

车 140 多个车型已累计出口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中通客车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实现产品性能全面突破，带动高
附加值产品热销。上半年，该公司推
出了全新一代旅团产品H9。该产品
融合轻量化、高刚度、高稳定性等特
点的车身结构，全面升级“智能座
舱”，推出后不久就获得了“旅游客车
创新产品”荣誉。中通客车持续推动
校车的升级，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安全
巡视系统等完善的安全设施，与多地
校车服务机构达成合作。今年3月，
东北地区最大的校车运营企业福祥
校车批量购入中通校车。5月22日，
中通客车将百辆校车交付东莞校车
服务商国盛校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成为该公司最大的校车供应商。

拓展海外市场 提升产品附加值

中通客车上半年净利润增长超八成

7月7日，《中国民族报》头版
头条刊发通讯《繁森故里，精神的
坐标在闪光——山东省聊城市弘
扬孔繁森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探索》，展现了我市挖掘
孔繁森精神、打造“繁森故里石榴
红”民族工作品牌，在全市全域全
行业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示范区的生动实践。本报予以
全文转载。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7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
复苏艰难，全球发展议程面临挑战。为凝聚合作共识、推
进共同发展，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高兴地看到，在各方共同参与

下，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取得重要早期收获，许多发展中国
家从中受益。

习近平强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共享发展
是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路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自身发展为
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 （下转8版）

习近平向全球共享发展行动
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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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夏日的凤凰苑植物园植物郁郁葱葱、湖面水波荡漾，令人流连忘返。
凤凰苑植物园位于湖南路“水城之眼”摩天轮对面，集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

“打卡”。凤凰苑植物园在提高公园绿化覆盖率、成为城市森林氧吧的同时，也有效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 崔崴

聊城企业家门口直接报关“出海”

全省首班“海铁联运”出口专列开行

■ 中国民族报记者 李翠

山东聊城，黄河、运河交汇孕育的
“明珠”城市，数千年历史文化滋养的沃
土，各民族共生共荣、和谐融居之地。

这里是孔繁森同志的故乡。从鲁
西的江北水城，到高原的苦寒之地，孔
繁森生前两次援藏，后又留藏工作。他
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人所享受
的，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冰
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
1994年出差路途中，孔繁森因车祸不幸
殉职，时年50岁。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

最宝贵的是精神。”孔繁森用热血和生
命在雪域高原铸就的精神丰碑，几十年
来激励着无数人。2021年，“老西藏精
神（孔繁森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

新时代，聊城市立足“繁森故里”优
势，充分挖掘孔繁森精神在促进民族团
结方面的时代价值、在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方面的积极作用，将其纳入
大宣教格局，融入全域创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形成人心凝聚、
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孔繁森精
神穿越时空，注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时代内涵，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繁森故里石榴红”：

全域创建，薪火相传

“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走出一位
崇高的人。”5 月 7 日，浙江省杭州市的
退休干部吴焕根来到聊城市东昌府区
堂邑镇五里墩村，瞻仰孔繁森同志故
居，感慨万千。这个见证孔繁森成长的
朴素小院，如今已成为了解孔繁森、感
悟孔繁森精神的重要窗口。

1979年，时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
副部长的孔繁森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请
缨到西藏工作，那一年他35岁。在海拔

4700 多米的日喀则地区岗巴县担任县
委副书记的3年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
乡村牧区，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
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1981年
他奉调回山东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
含泪为他送行。

回到山东后，孔繁森仍对西藏魂牵
梦萦。1988年，面对组织的召唤，已任
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的孔繁森，克服母
亲年近九旬、三个孩子尚未成年等家庭
困难，义无反顾再次进藏。在任拉萨市
副市长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
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
学，与同事们一道将拉萨的适龄儿童入
学率从45%提高到80%。

1992 年底，第二次援藏工作期满，
孔繁森又奔赴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阿
里地区，挑起地委书记的重担。从边境
口岸到藏北大草原，从班公湖到喜马拉
雅山谷地……为了寻找阿里的发展优
势，全地区 106 个乡，他跑了 98 个。当
罕见的特大暴风雪来临时，他马不停蹄
带领人民抗灾救灾，连续奋战两个多
月，全区6万多群众无一人因灾死亡，而
他却劳累过度，曾命悬一线……

5月6日，东昌湖畔，微风和煦。络
绎不绝的参观者踏上繁森路，走过“人”
字丰碑，沿着寓意孔繁森50年壮丽人生

的“金色足迹”，来到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承载着孔繁森军旅记忆的搪瓷缸，

他每次下乡必备的小药箱、听诊器，在
绝境中写下遗嘱的日记本……一件件
展品，一幅幅照片，一段段视频，这背后
的故事，讲解员周会已经讲了19年。

“讲解孔繁森精神是我的荣耀。每
一次讲解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而不是
简单的重复。”周会难以忘记，2016年，
她和同事们重走繁森路，到西藏采访了
整整49天。“每到一处，受访者都有讲不
完的故事、流不完的眼泪。孔繁森已经
离开这么多年，他的精神和他的温暖都
还留在雪域高原！”

“汉族和藏族拥有同一个母亲，她
的名字叫中国”，这是孔繁森生前喜欢
的一首歌。他身体力行，让西藏人民充
分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感受到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孔繁森去世后，西
藏人民用“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
团结重如冈底斯山”的挽联称颂他。

民族团结基因赓续延绵。夕阳西
下，印着红石榴图案、“中华民族一家
亲”等标语的“民族团结号”公交车在聊
城往来穿梭，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颐馨苑小区的民族
团结主题长廊里，居民们愉快地聊着家
常； （下转8版）

繁森故里，精神的坐标在闪光
——山东省聊城市弘扬孔繁森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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