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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欣欣

1985年9月，21岁的他在战场前线
写下入党申请书，火线入党。

2021 年 6 月，57 岁的他退伍不褪
色，继续在岗位上贡献力量。

他就是聊城市军休所第三党支部
书记李长虹。

“我的父亲是军人，我的儿子也是军
人，我们家三代人，都在为保家卫国而奋
斗。”8月3日，李长虹的话掷地有声。

李长虹是聊城市军休所第三党支
部书记。1964年，李长虹出生在东昌府
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受父亲影响，他
从小就有一个从军梦。1982 年 10 月，
年仅18岁的他光荣入伍。

1985年3月，刚入伍两年多的李长
虹写下血书随步兵138师参加了云南老
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因作战勇敢，战

绩突出，李长虹火线入党，并荣立二等
战功一次。

从军40年，李长虹始终秉承着敢打
必胜、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历任教员、
参谋、教导队长、人武部部长、副师职干
休所所长等职务。他勤勉肯干，在每个
岗位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多次受到
军师团各级嘉奖并荣立三等功三次，二
等功一次。

自 2021 年 1 月退休安置到聊城市
军休所以来，李长虹退伍不褪色，始终
保持军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自觉
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参加军休所及党总
支活动。2021年6月，他当选为聊城市
军休所第三党支部书记。上任以来，他
带领党支部成员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
度，求真务实，创新完善学习教育制度，
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今年4月，李
长虹被评为聊城市“优秀军休干部”，6
月被评为聊城市“优秀共产党员”。

工作中，李长虹带领全体工作人员
全心全意为军休干部服务，积极为他们
办实事、解难题，得到了军休干部们
的称赞。生活中，他将军休干部当成自
己的亲人，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并带给他们组织上的关心与慰问。

今年66岁的袁书文是一名伤残军
休干部，由于身边没有亲人，袁书文退
役后一直一个人生活，再加上身体高位
截瘫，生活不能自理。平日里，李长虹
常去看望老人，遇到老人身体不舒服，
他便第一时间联系医务人员为老人检
查身体。

“李书记时时刻刻把我们放在心
上，有他，我们心里踏实。”军休所的老
干部们经常这样夸赞李长虹。

“革命军人要不忘初心，发挥余热，
发扬军人的优良传统，让革命传统和优
良作风薪火相传。”李长虹说。

自去年开始，李长虹带领第三党支
部成员发挥支部优势，推选党支部成
员、“兵王”穆永厚进学校、进社区、进企
业进行国防教育宣讲活动，讲述自己在
部队30年如一日地为陆航部队奉献青
春和年华，为陆航的发展默默奉献的感
人事迹。截至目前，第三党支部已组织
宣讲活动20余次，受众达7800余人，在
全市范围内形成良好的双拥国防教育
宣传氛围。

“接下来，我们将发挥党支部优势，
组织退休军医进社区，为群众义诊。”李
长虹说，他将继续带领党支部成员，在
军休生活中发扬军队优良传统，在基层
党建、社区治理上冲锋在前，用实际行
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永葆军人本色 践行初心使命
——记聊城市军休所第三党支部书记李长虹

■ 赵宏磊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今年以来，聊城农行深入落实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主动融入全市发
展大局，积极践行金融的政治性、人民
性，在奋力谱写聊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中彰显农行担当。”8 月 4 日，聊城农行
负责人许文波介绍。

截至 7 月末，各项存款余额 571 亿
元，较年初增加43.5亿元，存量、增量分
居国有四行第 1、第 2 位。各项贷款余
额 461 亿元，较年初增加 34.1 亿元，存
量、增量分居国有四行第1、第2位。

新时代呼唤新使命。聊城农行始
终以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为己任，主动
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唱好与聊城发
展同频共振的合奏曲。

重点领域贷款投放“提速”

加快畅通金融“血脉”。今年以来，
聊城农行始终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宗旨，不断提档升级服务，保障重点领
域资金需求，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硬核
支持。上半年，累计投放法人贷款
101.2 亿元，其中法人实体贷款较年初
增加2.7亿元，同比多增3.5亿元。积极
扶持重点项目，新获批东阳高速、华能
热电等项目 5 个、13.8 亿元，实现投放
6.5 亿元。围绕“制造业强市”建设，积
极支持鲁西化工、信发集团等骨干企业
及力得汽车、宇捷轴承等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发展，累计投放制造业贷款

90亿元。
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加大普惠贷款投放力度，监管口
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60 亿元，
较年初增加18亿元，存量、增量均居国
有四行第 1 位，保持监管达标。推动

“消费金融”提质增效，个人贷款余额
233 亿元，较年初增加 30 亿元，同比多
增12亿元，增量四行份额66.4%，存量、
增量、增速均居国有四行第1位。积极
落实减费让利政策，今年以来，新发放
实体贷款利率、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
权利率分别为3.75%、3.88%。

服务乡村振兴持续“加码”

始终铭记服务“三农”初心。今年
以来，聊城农行持续优化体制机制，不
断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7 月
末，涉农贷款余额 246.5 亿元，较年初

增加 42.1 亿元，同比多增 34.7 亿元，涉
农贷款占比 53.5%，较年初提升 5.6 个
百分点，实现监管达标。

今年以来，聊城农行为德上高速
临清连接线、阳谷人居环境提升等涉
农重点项目以及冠县民丰市政等重点
企业新增投放贷款 6.7 亿元，同比多投
5.8 亿元。农户贷款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余额 43 亿元，较年初增加 17.8 亿
元，同比多增12.6亿元，增量是2022年
全年增量的 1.7 倍，居全省农行系统第
2位。积极推进涉农场景建设，试点上
线“大棚宝”场景 30 个，支持沙镇苇园
智慧蔬菜批发市场建设，惠及农户
5200 余人。近期，聊城农行被省工商
联评定为山东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典
型，为全市唯一一家入选的金融机
构。另外，自5月份开展全市金融机构
服务冠县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考核以

来，连续两个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获评
最高档“优秀”等次。

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

新征程需要新担当。聊城农行将
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以省农行
与聊城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契
机，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优先支持
全市重点行业、重大项目及重点客户，
努力为全市建设“六个新聊城”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继
续加大重点项目、企业信贷投放力度，
积极满足城市更新改造等民生项目融
资需求。助力“制造业强市三年攻坚
突破行动”，落实产业链链长制要求，
加大十大产业、二十条重点产业链支
持力度。继续推进小微金融扩面增
量，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增加金融供

给，创新产品业务，积极推动消费提档
升级。积极对接国家级、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以“专精特新小巨人贷”等
产品为抓手，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加大
优质科创企业营销力度。加快优质客
户和项目营销，尽快提升绿色信贷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占比，推动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显著增长。充分利用预
售资金监管保函、“保交楼”配套融
资、城市更新改造贷款产品和政策，加
强房地产领域央企、国企和当地民营
龙头企业营销。

全面打造服务乡村振兴主力银行。
目前，该行已经单设“乡村振兴金融
部”，下一步将紧跟聊城全面建设农业
强市步伐，梳理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水利等领域优质项目以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
度。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三
农”工作战略部署，持续提升粮食安
全、产业振兴等重点领域服务质效。
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推动“数字乡村工
程”。依托“土地托管贷款”、“大棚
贷”、产业集群授信等新产品新模式，
积极支持莘县蔬菜、冠县灵芝等涉农
新型经营主体，确保县域、涉农贷款投
放持续达标。

唱好同频共振合奏曲
——聊城农行聚力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省控以上断面水质情况
1—6 月份，我市 10 个国控考

核断面全部达标，其中高唐北湖、
黄河艾山、小运河邱屯闸、七一河
石槽水质为Ⅱ类，徒骇河马集闸、
东昌湖、徒骇河聊城水文站、卫运
河油坊桥、马颊河董姑桥、徒骇河
前油坊水质为Ⅲ类。国控地表水
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指数为4.93，
列全省第 3 位；同比改善 3.1%，改
善幅度居全省第8位；优良水体比
例为100%，优于考核目标60个百

分点。
1—6月份，我市4个省控考核

断面水质全部达标，其中赵王河三
干渠桥水质为Ⅱ类，徒骇河李凤桃
及马颊河千户营水质为Ⅲ类，赵牛
新河赵牛桥水质为Ⅳ类。

二、市控断面水质及全市水环
境质量排名情况

1—6月份，全市水环境质量指
数排名前 2 位的为高唐县、临清
市，排名后 2 位的为经开区、高新
区。

2023年1—6月份
聊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本报讯（岳耀军）环境要素与建
设项目能否尽快落地息息相关，为做
好重大项目环境要素保障工作，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 6 月 13 日，市
生态环境局东阿分局与高新区分局
签订了聊城市第一份《县市区环境要
素指标置换协议》，该案例打破了环
境要素县域流动壁垒，走出了县域间
指标置换、优化配置的第一步，对实
现全市环境要素指标区域平衡具有
重要意义。

“十四五”以来，我市环境质量得
到显著改善，环境要素指标挖掘的难
度进一步增大，区域环境要素保障水
平和指标结存情况不均衡，部分县
（市、区）新上项目建设面临总量指标
紧缺的严峻形势。为有效解决县域要

素保障能力不足、总量指标不平衡等
问题，建立环境要素指标统筹机制，推
进全市环境要素指标化配置和高效利
用，市生态环境局去年在全省率先制
定了《聊城市环境要素指标保障工作
方案（试行）》。

为保障措施落地见效，市生态
环境局建立全市环境要素统筹指标
调蓄库，对总量指标来源、入库要
求、保障统筹、使用程序等进行明
确，推进环境要素指标及时入库、实
时出库。调蓄库对污染物排放总量
指标实行“属地管理，市级统筹”原
则，其中 30%总量指标由市级统筹，
明确市级统筹指标优先保障重点项
目建设。70%总量指标由县级储备，
采取“谁减排、谁受益，谁贡献、谁优

先”的办法，鼓励企业、各县（市、区）
深入实施治污减排工程，促进生态
环境扩容，为更多重大投资项目预
留环境空间。同时，鼓励各县（市、
区）之间富余环境要素指标按照自
愿原则进行置换，促进环境要素指
标充分流动。

在优化环境要素保障和政务服务
方面，市生态环境局将被动审核转变
为主动服务，让“项目等要素”转变为

“要素等项目”，切实加强对重点项目
建设的支持力度。经过调研和帮扶指
导，市生态环境局发现东阿县各类环
境要素指标结存情况存在严重不足，
仅颗粒物指标结存量较为理想，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指标均已用尽，挥发
性有机物指标也所剩无几，无法满足

新上建设项目的总量指标替代要求，
掣肘当地经济发展。

在市级统筹协调下，经协商一
致，今年 6 月 13 日，市生态环境局东
阿分局同高新区分局签订了聊城市
第一份《县市区环境要素指标置换协
议》。6 月 25 日，东阿分局与高唐县
分局再次签订《县市区环境要素指标
置换协议》。通过签订两份环境要素
指标置换协议，东阿县拿出富余的颗
粒物指标，置换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指标以及高唐县的
挥发性有机物指标。置换后，3 县的
各类环境要素指标结存情况都得到
了改善，为建设项目落地做好了环境
要素储备，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的双赢。

我市跨县区环境要素指标置换签出第一单

李长虹（左二）在聊城市革命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广场缅怀革命先烈（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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