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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授信激活金融活水
推进乡村振兴助民增收

做好信贷产品优先服务
支持旅游发展再上台阶

创新金融产品扩大影响
推动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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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宁淮高速公路苏北灌

溉总渠处，市林业站组织人员采用高射程车

载喷雾装置，对道路两旁绿化树木可能出现

的美国白蛾虫害进行防治。当天，工作人员

连续作业9个小时，防控里程达70余公里。

为切实防控美国白蛾危害，保护生态环

境，我市于本月全面开展美国白蛾防治工

作。各地各有关单位以淮安市林长制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美国白蛾等林业

有害生物防控工作的通知为指导，抓住美国

白蛾生长节点，综合运用喷雾、营林、人工、

物理、生物等防治技术。同时，我市还持续

开展虫情监测调查，实行周报制度，动态掌

握虫害发生趋势和防控情况，科学督查指导

防治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采用飞机、无人机、高射

程车载喷雾以及剪除网幕、杀虫灯等防治措

施，防治面积达10万亩。采购美国白蛾天

敌周氏啮小蜂蜂蛹3.15万个，共计1.575亿

头小蜂，并于6月下旬释放首批2.25万个蜂

蛹，共计1.125亿头小蜂。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通讯员 朱晨曦

喷雾机、无人机……齐上阵！
我市开展美国白蛾防控工作

让百姓就医负担轻些，再轻些！
我市出台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面对疫情对我市文化旅游产业带来的冲击，淮安农村

商业银行积极对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达成签约合作意

向，筹备召开“乡旅E贷”产品发布会，并加快审批速度，建

立“乡旅E贷”绿色通道，精简审批流程。以绩效为导向，

鼓励客户经理发放乡旅E贷，强化考核力度，灵活设定担

保方式，鼓励发放信用贷款，加大对文旅企业的信贷支持

力度。作为全省首家试点单位，2月14日成功发放全省第

一笔“乡旅E贷”700万元，截至5月末共为9个文旅项目

提供5.09亿元信贷资金支持，已发放“乡旅E贷”209户、

1.42亿元。配合市文旅局开展“文旅惠民月”活动，预计将

免费发放超1万张淮安部分景区电子门票，助力旅游行业

复苏，实地走访企业做好问卷调查，帮助文旅企业纾困解

难。5月19日应邀参加淮安市文化产业协会第三届会员

大会，现场宣讲淮安农村商业银行各类金融惠企产品。

近年来，淮安农村商业银行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积极践行本土银行责任与担当，聚焦乡村振兴战略，着

力深耕普惠金融，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持续加大对乡村旅游产业支持，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有力地推动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助推“美丽淮安”建设。进一步推动了本土金融和本土文

旅的融合促进式发展，有力地延伸了文旅金融的广度和深

度。

淮安农村商业银行：

践行使命担当
助力文旅发展

6月11日是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进一步提

高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营造非遗保护良好社会氛围，由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淮安农村商业银行和淮安报业传媒集团主办、

清江浦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协办的“走进淮安非遗 传承

传统文化”——跟着记者看非遗、学非遗公益活动暨2022

淮安非遗发展论坛系列活动将于本周六正式举行。

作为地方本土银行，淮安人民自己的银行，也是淮安

市区机构网点最多、服务受众面最广的一家法人银行，近

年来，淮安农村商业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冠名“淮

安农商银行杯”广场舞文明风采大赛和我市第一届大运河

龙舟公开赛、承办第五十三场“大美江苏乡村行”助农直

播，举行“高考志愿填报”“高考优秀学子”经验分享等活

动，彰显了本土银行的温度，为我市文化旅游事业高质量

发展添砖加瓦。 ■融媒体记者 陈帅

白马湖生态旅游景区有着良好的水资源和自然气候

条件，是淮安市民出门旅游的不二之选。淮安农村商业银

行紧扣景区绿色发展规划，精准制定旅游专项配套产品，

通过多措施、强力度，全面支持景区文旅产业发展。充分

把握市委市政府提出“项目为王 环境是金”理念内涵，主

动对接白马湖景区乡村旅游项目，下沉服务重心，建立“一

项目一方案”的金融保障机制，及时捕捉企业金融需求，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截至目前，已为白马湖生态旅游景

区提供1.8亿元金融支持，全力策应全市旅游项目建设，让

金融服务乡旅产业的实效更加凸显。

我市特色产业小镇众多，但发展动力不足，产业结构

亟需升级换代。淮安农村商业银行精心打造“一镇一品”

旅游差异化产品，助力乡村产业兴旺。其中，为淮安区施

河镇投放“施教通”特色贷款4800万元、车桥镇投放“芡实

种植”特色贷款1250万元、流均镇投放“藕虾共养”特色贷

款1800万元，给淮阴区马头镇投放“休闲农业”特色贷款

2050万元、刘老庄镇投放“家庭农场”特色贷款1850万

元。同时，开辟专项旅游信贷通道，与江苏省农业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淮安分公司合作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信贷直通车活动”，着力破解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建立“绿色通道”审批机制，及时响应金融需求，活动开展

以来，为32户农家乐、采摘园提供信贷支持2450万元。

本报讯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第

35个“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市禁

毒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共同举

行“美丽淮安 净土安澜”2022年淮安市

禁毒宣传月启动暨毒品集中销毁活动。

昨日上午的活动现场，毒品集中销

毁命令下达后，特警队员将近年来我市

破案缴获的14.2公斤各类毒品、3.5万余

株毒品原植物，押运至市区一家环保科

技公司操作车间进行无害化集中销毁。

“对于涉毒违法犯罪，我们公安部门将始

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并进行常态化管

控社会面吸毒人员，扎实开展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工作，加强易制毒化学品企业

管理，严防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

和出现制毒‘黑窝点’。”市禁毒委副主

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波告诉记者，今年

“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除了目前组织

开展的禁毒宣传月启动暨毒品集中销毁

活动外，还将组织开展2022年“禁毒杯”

篮球赛，在“6·26”国际禁毒日当天，并

在市区市民文化广场开展广场禁毒宣传

活动。

据了解，淮安公安持续加大对涉毒

违法犯罪打击力度，深入开展“净边”“两

打两控”“除冰肃毒”“清源断流”等专项

行动，近三年共破获毒品案件476起，公

诉涉毒犯罪嫌疑人523人，查处吸毒人

员2285人，铲除毒品原植物14.7万余

株。今年3月，涟水县一村民听信罂粟

花可以治病，在自家菜园种植罂粟300

余株，被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并铲除。4

月份，在市公安局组织易制毒化学品专

项检查行动中，及时发现并依法查处了

一非法生产小化工厂，扣押易燃化学品

近两吨，涉案金额数百万元，消除了重大

安全隐患。

同时，全市禁毒部门不断加强毒品

预防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先后建成市禁

毒主题公园、市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并组

建覆盖市、县、镇（街道）三级的“天下无

毒志愿者服务联盟”，招募“天下无毒”志

愿者1300余名，动员组织广大群众、社

会组织力量参与禁毒工作，共同推动禁

毒工作社会化，形成全民禁毒的良好局

面。近三年来，共深入农村、学校、社区、

公共场所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活动

180余场次，受教育群众20多万人次。

“天下无毒”志愿者王女士告诉记

者，毒品不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败坏社

会风气，而且直接导致和诱发各种犯

罪。“我们要把这些害人的毒品告诉给更

多市民，提高全民的禁毒意识，让大家远

离毒品危害。”

■融媒体记者 陈帅
通讯员 沈爱华 王峰 徐浩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让我们一起对毒品说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加快我市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步伐，近日，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该方案是进

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为未

来十年我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勾勒了美

好蓝图，为我市人民群众筑起牢固的健康

防线。

明确改革目标，加快制度建设。深化

我市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具体

怎么改、改革后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实

施方案》给出了明确回答。根据方案规

划，到2025年，全面建立待遇保障、筹资

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等重要机制，基

本完成医药服务供给、医保管理服务等关

键领域改革任务；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

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

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

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医保治理现代化水平走在全省前列，实现

医疗保障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

更加便捷，更好保障病有所医改革目标。

健全保障机制，提高监管水平。我市

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涉及哪些方面？

记者从市医保局了解到，本次改革包含6

个方面：健全待遇保障机制，确保待遇公

平适度；完善筹资运行机制，确保制度运

行稳健；建立医保支付机制，确保基金安

全可控；构建基金监管机制，确保监管精

准严密；推进医药服务改革，确保“三医”

协调联动；优化医保公共服务，确保服务

便捷高效。

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

方案》指出，要通过巩固提升市级统筹水

平、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规范大病医

疗保险制度、统一全市医疗救助制度、建

立疫情救治保障机制、建立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健全待遇保障机制；通过全力推

进医保扩面、明确各方缴费责任、加大保

费征缴力度，完善筹资运行机制；通过加

强预算管理和风险预警、深化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提升协议管理质效，建立医保支

付机制；通过推进基金监管体制改革、强

化基金监管法治化建设、依法打击欺诈骗

保行为、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基金监

管机制；通过落实药品医用耗材采购使用

改革、推进医药服务价格改革、增强医药

服务可及性、促进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推

进医药服务改革；通过加快“智慧医保”建

设、推进经办能力建设、提高医保治理水

平，优化医保公共服务。

■通讯员 闫益 融媒体记者 吴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