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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手里没
钱咋备耕？以前要提前几个月来筹集
资金，如今昌吉州农民以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为抵押，就能申请到贷
款。因为有了“农业大数据+金融”支
农模式，农户滑动指尖“云”上操作，申
请贷款到发放仅需30分钟。

3月6日，春寒料峭，昌吉市榆树
沟镇前进村村委会会议室却热火朝
天，中国建设银行昌吉州分行工作人
员正在这里开展金融服务，核对申请
人身份信息，审核申请材料，指导贷款
人在网上申请贷款，为农户送来春耕

“及时雨”。
前进村村民吉永宏和王修军结

伴而来，两人都带着自家土地的“红
本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贷款利息低、合算、方便，不愁
没有抵押物。”吉永宏告诉记者，4 年
前，他与王修军合作种地，共种机采
番茄和制种玉米 400 多亩，年年备耕
都要贷款。

吉永宏打开手中的“红本本”给记
者算账：“你看，我的确权土地有 64
亩，王修军是112亩，用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抵押贷款，每亩地可以贷款
1560元，我俩一共能贷款27万多元，
利率不到3.7％，而原来贷款，利率都
在7％以上。”

一问一答间，昌吉市榆树沟镇前
进村党委书记李倾刚插入了话题，以
前到金融部门贷款实行“五户联保”，
一户到期还不上贷款，其他几户受牵

连很难再贷款，往往“联而不保”。自
从有了“红本本”，贷款的事自己说
了算。

前进村现有耕地2.4万亩，流转土
地占30%，千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共计
10 户，主要种植机采番茄、制种玉米
和有机甜菜。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
的发展不断加快，农户贷款需求日益
增加。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利用现有大数据资源，特别是土地确
权成果，为农户提供方便快捷的融资
服务，有效破解了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难、融资贵等问题。”李倾刚说。

今年，针对昌吉州广大农户，中国
建设银行昌吉州分行推出了线上信贷
产品——裕农快贷（抵押版）。用户只
需下载“e聚农宝”，在手机App终端进
行线上操作，就能获得贷款即时到账、
随借随还等金融服务。

科技赋能、线上操作让“数据多跑
路，农民少跑腿”。中国建设银行昌吉
州分行客户部经理陶勐刚说，农户贷
款普遍存在缺少抵押物、产权不清的
特点，“农业大数据+金融”支农模式
节省时间的同时减少了人为干预，降
低了贷款成本。

“今年 1 月以来，我们深入村镇，
组织农户整理、上传贷款材料，通过村
委会认证，完成银行相关程序，取得贷
款。在此过程中，所有申请人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数据都是由昌吉
州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提供。”陶勐刚介

绍，一般来说，从申请贷款到贷款发
放，半小时内即可完成。

陶勐刚说：“现在政府积极推广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这项
业务也成了我们拓展市场空间的新
抓手。”

据了解，自1月17日至3月6日，
该产品推出不到两个月，中国建设银
行昌吉州分行发放贷款近3000万元，
惠及农户500户。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的前提是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昌吉
州在68个乡镇（街道）、491个村开展
自治区级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
作，面积达到574.8万亩，基本实现全
覆盖。

昌吉州农业产权交易中心昌吉
市县域负责人包海翔说，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是申请农村土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的唯一依据。种植户通过
农业产权交易中心抵押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提交备案申请，村委会对备
案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后，农权中心
进行抵押登记，由金融机构发放贷
款，形成“农业大数据+金融”支农模
式，解决了农村经营主体扩大再生
产、产业升级和农民自主创业过程中
的融资难题。

自2016年以来，全州各级交易中
心已累计为贷款需求农户、家庭农场
等农业经营主体抵押贷款15亿元，加
速推进农村资源整合、农业现代化步
伐，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本报讯 通讯员孟莹报道：根据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决定于
2023 年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这是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上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也是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后的首次大型普查。

3 月10 日，昌吉州人民政府办公
室印发《关于做好昌吉州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有关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昌
吉州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正式启
动。

此次普查将调查全州二产、三产发
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普查对象为在昌
吉州境内从事二产、三产活动的全部法
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情
况、组织机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
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和消费、研
发活动、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

况，以及投入结构、产品使用去向和固
定资产投资构成情况等。

普查标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
日，普查时期资料为2023年年度资料。

《通知》指出，为确保普查工作的顺
利开展，成立了昌吉州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由州人民政府领导任组
长，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
究和决策，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重点解决好经
费、人员、交通等保障。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能，各负其责、密切
协作联动，组织下属单位积极配合开展
经济普查，共同做好普查各项工作。各
县市（园区）设立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认真组织好本地区普查实施工作。
并按照财政分级负担的原则，将普查工
作经费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按时
拨付、确保到位。各级普查机构要厉行
节约，精打细算，专款专用，杜绝浪费，

禁止违规使用。
《通知》强调，各级普查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增强依法普查的
责任感、使命感，要严格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
例》，始终坚守数据质量第一原则，坚
持依法依规普查，确保普查结果真
实、可靠。要加强普查宣传引导，充
分发挥线上线下的宣传渠道作用，利
用互联网，创新宣传方式，广泛深入
宣传经济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引
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积极配合普查，
为顺利开展普查工作营造良好的社
会舆论氛围。

此次普查采取网上填报与现场采
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信息化手
段提高普查数据处理效能，以高质量
的普查数据为准确判断经济发展形
势、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
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通讯员姚博报道：为
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更好
地满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自2月27日起，昌
吉州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整体搬迁至昌吉政
务服务中心，与市政服务中心合署运行，原大厅
不再受理业务。

昌吉政务服务中心新大厅位于昌吉市南公
园西路与西外环南路交叉路口处，夏季工作日
服务时间为 10:00-14:00，16:00-19:30；冬季工
作日服务时间为10:00-14:00，15:30-19:00。

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设置建设项目、公
积金、交通运管、民政、房产不动产、公安、医保、
社保、税务等14个专区，通过线下业务办理机
构集中办公，变分散业务为集中办理，变多窗串
联为同步并联，持续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服务。
根据业务关联性，发改、自然资源、住建、生态环
境等17个部门全部纳入了各审批专区管理，实
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一窗统一出
件”审批模式，推动房产不动产、医保、社保、公
安、税务等高频事项“一窗通办”。

昌吉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局
长刘焕梅说：“州市政务服务大厅整合后，变‘两
端’为‘一门’，通过汇聚州市两级政务服务资源，
真正实现了企业和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

本报讯 记者刘辉、通讯员郑源源报道：近
日，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准东
开发区”）天池能源准东南露天煤矿顺利通过国
家煤矿智能化专家组验收，跨入国家首批智能
化示范煤矿行列。

煤矿智能化是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技术支撑，是煤矿综合机械厂、信息化发展的新
阶段，是煤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革命的新方
向。为促进煤矿“减人、增安、提效”，2020年，国
务院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
展的指导意见》，天池能源准东南露天煤矿被列
入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名单。近年
来，该矿相继制定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智
能煤矿建设管理办法等指导性文件，以“两化”
深度融合为抓手，采取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按照

“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业务驱动、标准先行、立足
实际、先进可靠”原则，先后投入4亿元，建成露
天煤矿工业互联网平台、露天矿卡无人驾驶系
统、单斗—卡车间断工艺安全生产管控系统，融
合5G、WiFi6、SDN、边缘计算等网络技术，实现
了矿区生产区域和办公区域无线网络全覆盖。

该矿通过推进智能化建设换挡提速，推动
智能化技术与煤炭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煤炭开
采利用方式变革，夯实煤炭安全生产基础，生产
效率持续提升，人均工效稳居准东开发区煤矿
首位。此次验收通过，标志着该矿成为准东开
发区首个“5G+智慧煤矿”之后，在智能化建设
方面迈上了新台阶，树立了煤矿智能引领转型
发展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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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启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普查对象为在昌吉州境内从事二产、三产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