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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日报记者 王鹤颖 唐晓宁

两千多年前，墨子在鲁山以木头制成
木鸢；千年后，这只木鸢唤醒了山东博物
馆中沉睡数千年的红陶兽形壶、战国乐舞
陶俑和商代亚醜钺，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山
东游历之旅……11 月 10 日上午 10 时，我
省推出“‘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漫游记”创
意直播，采用在线虚拟技术与影视化拍
摄，融入三维制作、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
用多维度、多场景的数字化新表达向海内
外网友传递“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的蓬勃
脉动。

跟“活”起来的文物们来一场“City
Walk”是何种体验？直播中，木鸢与三大
文物化成了憨态可掬的 3D 卡通形象，在
泰安云顶书房、青岛五四广场、枣庄台儿
庄古城、临沂龟蒙山景区等地拍照打卡，
云瞰“好客山东”新图景。

游历途中，在泰山搬运重物的机械

狗，吸引了文物们的注意。这只“狗”作为
“新晋网红”，不久前曾因“运垃圾”冲上网
络热搜，这也是泰山再度凭借“科技范儿”
出圈。据悉，该景区创新打造的“泰山神
启”跨维数字体验馆，凭借全息投影、虚拟
现实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泰山厚重
的历史文化底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皎月下，白发苍苍的孔
夫子在曲阜尼山开坛讲学。当地时间 11
月 10 日下午 3 时，巴林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周建与学生一同观看了直播回放，“视频
里介绍的青岛啤酒、东阿阿胶等地道美
食，还有鲁绣、鲁班锁等精美手造，凭实力

‘圈粉’了不少当地人。”
行至黄河入海处，文物们惊叹于“鸳

鸯锅”黄蓝交融的壮美。今年7月，东营黄
河口候鸟栖息地新晋世界自然遗产，山东
至此拥有5处世界遗产。“山东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挥‘保护、科普、研

学、游憩’等综合功能，开展自然教育和生
态体验，年接待生态研学人数达 10 万余
人。”东营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魏波介绍。

游览完泰山、黄河，文物们紧接着“挺
进深蓝”，领略了蛟龙号、蓝鲸 2 号等大国
重器的风采。“海风吹出来的电，是什么颜
色？”文物们来到位于潍坊昌邑的国内首
个“风光渔同场”三位一体示范样板。据
统计，这里每年可提供 9.4 亿千瓦时的清
洁能源，能满足4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
电量。“从海洋到天空，再到陆地，山东正
挑起大梁，向‘绿’而行。”海洋工程专家、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史宏达介绍。

苹果、海参、牡蛎、樱桃……一路玩一
路逛，饥肠辘辘的文物们盼来了满满一桌

“好品”美食。眼下，峄城石榴迎来了鲜果
销售旺季。“峄城石榴是首批‘好品山东’
品牌。近年来，我们不断延伸石榴产业
链，发展石榴盆景、石榴茶、石榴酒、石榴

饮料、石榴文创产品等。2023 年，枣庄市
石榴全产业链产值近 40 亿元。”枣庄市峄
城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质量。据悉，山
东好品已经连续五年走进粤港澳大湾区，
民众餐桌上的新鲜蔬菜有 18%来自山东。
山东的农副产品越来越国际化：鲜枣抢滩
阿联酋，抹茶卖到马来西亚，微山湖大闸
蟹去了加拿大……前三季度，山东蔬菜、
水产品等重点商品出口分别增长 20.6%、
2.5%。

愈发火热的网络直播，为山东好品拓
宽了销售渠道、扩大了品牌影响力。11月
10 日上午 10 点，多位知名主播在抖音、快
手进行“厚道山东人 地道山东品”直播；
下午 6 点，齐鲁农超启动“东西南北 好品
互换”八省（区）媒体电商直播活动。临沂
炒鸡、青岛老火腿、章丘铁锅等产自山东
的地道好品轮番上场，取得了良好的销售
成果。 （转自11月11日《大众日报》1版）

山东用多维度多场景的新表达传递“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蓬勃脉动

跟着三大文物，漫游“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

■ 新华社记者 吴雨

11 日，10 月金融统计数据出炉，信
贷结构出现不少亮点。前 10 个月超 16
万亿元新增贷款投向了哪些领域？企业
和居民贷款增长有何特点？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金融统计
数据显示，10 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
额254.1万亿元，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 403.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信贷投放总体平稳，金融对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保持稳固。”中国民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一方面贷款发放
规模持续扩大，进一步盘活存量信贷资
产；另一方面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
篇大文章支持成效显现。

有市场机构估算，前三季度主要金
融机构贷款发放量超过 110 万亿元，比
2023 年同期多近 8 万亿元，比 2022 年同
期多近20万亿元。今年以来，信贷回收

量和新发放量都在同步较快增长，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信贷投放效率进一步提
升。

从新增信贷的结构来看，企业和居
民的贷款增长均显现出亮点。

今年以来，企业贷款特别是企业中
长期贷款新增较多，这为稳投资提供了
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数据显示，前 10
个 月 ，我 国 企（事）业 单 位 贷 款 增 加
13.59 万亿元，是贷款增加的主力军。
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9.83 万亿元，占
比超七成。

具体来看，信贷资金流向了哪里？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10 月

末，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4.23万亿元，
同比增长13.6%；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
额3.17万亿元，同比增长21%；普惠小微
贷款余额 33 万亿元左右，同比增长 15%
左右。这些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
款增速。

与此同时，前 10 个月，我国住户贷

款增加 2.1 万亿元。记者从中国人民银
行了解到，10 月份我国个人住房贷款规
模企稳，明显好于前 9 个月月均减少
690 亿元的水平，也好于前两年同期水
平。

“前期各项政策逐步落地生效，支持
经济作用持续显现。”招联首席研究员董
希淼表示，特别是今年9月下旬以来，中
国人民银行优化调整房地产金融政策，
创设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
具，市场反应积极。

数据显示，10 月末，广义货币（M2）
余额同比增长7.5%，增速持续回升；狭义
货币（M1）余额同比增速较上月回升，
M2与M1的“剪刀差”有所收窄，经济企
稳向好。

董希淼认为，一揽子增量金融政策
有效改善预期，部分投资者风险偏好转
向更为积极。随着支持资本市场的新工
具落地，商业银行向非银机构的融资增
多，也直接推动 M2 增加。此外，财政支

出加快，财政存款更多转化为企业存款。
今年以来，我国利率水平保持稳中

有降态势，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进一步
降低。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10
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5%左右；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
3.15%左右，均处于历史低位。

“考虑到有些增量政策还在陆续落
地，贷款审核、授信、提款等也需要一个
过程，未来政策效应还会进一步传导显
现。”温彬表示，在一系列增量政策支持
下，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将持续提升，融
资需求将进一步改善，融资成本也有望
进一步降低。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 2024 年
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坚定坚持支持
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大货币政策调控
强度，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创
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超16万亿元新增贷款投向了哪里？
——透视前10个月金融数据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 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的金融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人民币贷
款增加16.52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
贷款增加13.59万亿元。

数据显示，10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

余额 25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前 10
个月，我国住户贷款增加 2.1 万亿元；企
（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3.59万亿元，其中
中长期贷款增加9.83万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10月末，我国广义
货币（M2）余额309.7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狭义货币（M1）余额 63.34 万亿元，
同比下降 6.1%；流通中货币（M0）余额
12.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8%。

另外，前 10 个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
加 17.22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11.28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前
10 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7.0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4.13 万亿
元。10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03.45
万亿元，同比增长7.8%。

今年前10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6.52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 李延霞）国务院关于金融
工作情况的报告日前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报告显示，我国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度。

报告显示，2023年10月以来，金融系统不断加大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力度，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积极
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行业整体稳健，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方面，2023年10月以来，人民币贷款新增
19.02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新增31.9万亿元；沪深北交易所共有
118家企业发行上市，融资808亿元；企业和政府债券新增融资
12.4万亿元。

报告显示，今年9月下旬以来，金融系统按照党中央部署，较
大力度降准，实施有力度的降息，优化调整房地产金融政策。创
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两
项工具，鼓励长期资金入市，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市场反应
积极正面，社会预期明显好转。

报告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加大金融支持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度。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着力点，
激励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新质生产力的金融支
持，完善创业投资“募资、投资、管理、退出”机制。壮大耐心资
本，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等。

报告指出，将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为经济稳定增
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坚持支持性的货币
政策立场，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强度，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
性，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动增量政策落地见效。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降低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继续实施好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强化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根据报告，我国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切实提高监管有效
性。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
系。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全力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

我国将加大金融支持
经济高质量发展力度

11月11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物流园区一家快递企业，全
自动分拣流水线高速运转，快递包裹经过智能扫描后自动分拣。

“双11”高峰来临，全国各地生产企业备足货源，电商、物流
等相关的企业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一片繁忙。

■ 新华社发 谭云俸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11 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在人类进步事
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
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愿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
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在世界百年变局中逐梦现代化，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神圣历
史使命，也是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希望与
会嘉宾深入探讨、凝聚共识，共同唱响“南方声音”，展现“南方担
当”，为推动全球南方成为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
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贡献智慧。

“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当日在巴西圣保罗开幕。论
坛由新华通讯社和巴西通讯公司联合主办，主题为“唱响‘全球
南方’主旋律 开启发展振兴新征程”。同日，巴西总统卢拉也
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向“全球南方”
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