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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上午10时，昌吉州金融纠纷
多元化解中心调解员宋玉霞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按照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时间，
宋玉霞开始调解一起借贷逾期纠纷。“我
都不记得我调解过多少起这样的金融纠
纷案件了。”宋玉霞说。

为有效应对金融领域各类矛盾纠纷，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拓宽金融消费者维
权渠道，2019年11月，人民银行昌吉州中
心支行携手州法院、州司法局、州金融办、
昌吉银保监分局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建设，建立新疆首个“投诉＋调解＋
裁决”一站式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并
实现了昌吉州七县市全覆盖。

截至今年7月底，该中心共接收金融
纠纷案件1905件，组织调解成功1799件
（司法确认 1697 件），调解成功率为
97.9%，涉案标的6.11亿元，为借款人节省
诉讼费309万元。

自成立以来，这个团队凭“实力”，让
金融纠纷有效化解在调解阶段，成为昌吉
州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的强大“后盾”，
进一步畅通了金融纠纷调解渠道，实现了
案件分流，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和金融服
务成本。

缩短纠纷调解周期 当事双方都满意
2018年10月11日，木垒县居民朱某

在农行昌吉市支行办理了一张信用卡，授
信额度15000元。朱某由于资金短缺，导
致信用卡逾期617天未还款，截至今年7
月20日，朱某共欠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
12645.90元。其间，银行多次催收，朱某
均无法偿还。

无奈之下，农行昌吉市支行委托代理
人许斌只好与朱某协商，在朱某愿意接受
调解的情况下，向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
解中心申请调解。

在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调
解员黄凤霞的调解下，农行昌吉市支行委
托代理人许斌同意朱某分期付款，并且从
今年7月21日起停止对朱某名下农行信
用卡透支款项的计息。

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通过金融法庭
现场进行司法确认，不到一日，不收任何
调解费用，一起信用卡逾期纠纷就被成功
化解。

这是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多元化解纠纷的一个生动缩影。

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依托
金融与司法部门资源，聘请精通法律与金
融的调解员，搭建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
法调解“三线联动”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将纠纷调解周期降到最短，大大便
利了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

降低纠纷调解成本 法院办案更高效
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成立

以来，从源头上减少了诉讼增量，很多金
融纠纷案件在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就
已经通过多元化的调解模式解决了。

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金融
法庭书记员张彩霞说：“金融法庭成立后，
昌吉市法院派我来到这里工作，通过多元
化解中心这几年的努力，法院立案受理的
金融纠纷案件少多了。”

金融法庭的成立，使双方当事人不用
往返于调解中心和法院就能完成司法确

认，有效实现多元化解中心与金融法庭的
无缝对接。调解失败或无法调解的金融
纠纷案件也可直接在金融法庭进行审理，
仅2022年，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金融纠纷
案件43件，涉案标的659万元。

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还与
昌吉市法院签订合作备忘录，建立诉调对
接机制，对法院委托、委派的金融纠纷案
件进行集中调解，并以法官“远程调解＋
线下确认”模式实现调解协议当天确认。
原审理周期3个月、6个月的简易与普通
程序金融纠纷案件实现当场调、当日结。

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的出
现，不仅能在诉前化解大部分纠纷，降低
法院案件总受理量，还能对已经立案进入
诉讼程序且有调解可能的金融纠纷案件
进行调解，实现了法院司法资源合理、高
效分配。

搭建纠纷调解平台 金融生态更和谐
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搭建

起了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
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纠纷，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节省了时
间和金钱成本。

“通过调解，不仅能够解决纠纷，还加
强了金融消费者和我们金融机构之间的
沟通。同时，也向金融消费者普及了金融
和法律知识，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多方共
赢，不断营造更加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
昌吉农商银行委托代理人李增龙说。

除了调解金融纠纷外，昌吉州金融纠
纷多元化解中心还会进行金融消费者投
诉处理，支持和协助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该中心还定期开展金融知识和
与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和
普及，提高公众的金融素养。

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的成
立，是昌吉州积极传承和发扬“枫桥经
验”，主动创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
要举措，切实为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优化营商环境与
金融生态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促进
金融市场繁荣稳定、推动昌吉州经济社会
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下一步，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
心将着力加强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结
合信息化、智能化方式完善多元化解中心
的体制机制、配套制度、软硬件设施等，扩
大专职调解员队伍，强化调解员队伍建
设，进一步完善“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
将投诉受理、转办、反馈、调解、裁决等各
环节有机结合，推动金融纠纷高效化解。
与此同时，该中心将积极建设昌吉州金融
教育基地，搭建“教育+宣传+普法”于一
体的多元性矛盾纠纷解决基地。

优化金融法治环境 金融生态更和谐

3年来，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成功调解金融纠纷案件1799件，调解成功率为

97.9%，涉案标的6.11亿元，为借款人节省诉讼费309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宋华敏、罗全成
报道：今年1—7月，昌吉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高新
区）动态梳理招商引资项目146个，计
划总投资1377亿元，已累计执行招商
引资项目 66 个，完成到位资金 48.01
亿元，同比增长7.17%。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昌吉高新区紧抓
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不放松，进
一步加大力度提升招商引资质效。
健全主要领导“亲自招商、亲自接洽、
亲自协调、亲自督办”工作机制，成立
九个产业链项目工作专班，各部门和
高新发展公司共同发力，着力构建领
导带头、部门协同、全员参与的“大招
商、招大商”工作格局，通过“每周调
度、每月跟进、季度通报、半年复查、
年度考核”方式，对各部门招商任务
落实情况进行实地核验，营造“比学
赶超”的招商氛围。

年初以来，昌吉高新区共赴北
京、山东、河北、福建、广东等14个省
市区开展外出招商活动9批次，完成
昌吉州下达招商任务的 75%。接待
来访企业160余家，洽谈项目195个，
签约项目 27 个，注册企业市场主体
83家。

昌吉高新区把招商引资作为发
展“强引擎”来打造，加强与全国各大
商会交流合作，精准对接招商项目。
梳理上下游产业链，因链施策、精准
发力、靶心招商。建立重点项目洽谈
跟踪机制，对成熟度较高的重大项
目，抓好跟踪、洽谈和签约，力争在引
进体量大、产业新、税收高的项目上
实现新突破。

为积极培育产业龙头企业和新
型产业集群，昌吉高新区发布《昌吉
高新区招商引资政策黄金十条》《昌
吉高新区装备制造产业招商引资专
项优惠政策》,充分发掘利用自身招
商资源，用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招
商政策，瞄准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招商，聚力打
造更具吸引力的区域投资新高地和
投资兴业热土。

昌吉高新区在“短链”延长、“弱
链”变强、“断链”连通方面重点发
力，做大做强特变电工和蓝山屯河
等优势产业，招引上下游延伸配套
产业项目，做优做强产业链条，形成
产业链条连贯、产业集聚发展的良
好效应。年初以来，围绕特变电工
关联产业链引入远洋线缆、龙泰新
材料、金科电气、南洋线缆和中恒集
装箱等项目 10 余个。培育壮大储
能、氢能、纺织服装等后进产业，引
入金风科技、易事特储能科技、国电
建湖南新能源、科韵氢能、新疆侨发
服饰等一批重点项目，不断壮大产
业集群、优化产业结构，持续为高质
量发展积赋能。

昌吉高新区招商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王哲表示，今后昌吉高新区
将大力推行商务局和四个片区联动
的“1＋4”招商机制，加强部门联动，
定期开展招商引资能力系列培训，
进一步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和招商能
力，营造“人人都是招商员、人人都
是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聚合全园
区力量不断开创招商引资工作新局
面，为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本报讯 通讯员项薇、吕姗珊报
道：眼下正值夏粮收购时节，昌吉国民
村镇银行奇台支行以支持“夏粮丰收”
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送金融
服务上门，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保障夏
收时节粮农“粮卖出、钱到手”。

“我们现在已经收购了60多万公斤
小麦了，还要继续收购。”奇台县某粮站
负责人李先生说，在昌吉国民村镇银行
奇台支行的信贷支持下，该粮站流动资

金充裕，“我现在有 260 万元的授信额
度，每当需要资金支付时，我就打开蜜
蜂手机银行申请贷款，50万元很快就能
到账，方便快捷。”

昌吉国民村镇银行奇台支行不断
优化金融服务措施，拓宽金融服务渠
道，积极发挥信贷支农的引导作用，在
夏粮收购时下派工作人员协助粮站进
行结算，实行利率优惠政策，开足“信贷
马力”，优先安排落实，确保粮农“粮卖

出、钱到手”。
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走访客户

52 户，授信 23 户，授信金额 570 万元，
已发放贷款 220 万元，代付粮款 1300
万元。该行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践行
金融为民初心，坚守服务“三农”使
命，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充分发挥本
土银行的金融效能，以实际行动助力
县域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金融
力量。

昌吉高新区招商引资到

位资金同比增长7.17%

本报记者 彭玉帛 通讯员 黄媛

昌吉国民村镇银行奇台支行

提供足额信贷 助力夏粮收购

图为昌吉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调解员宋玉霞正在调解一起借贷逾期纠
纷。 本报记者 彭玉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