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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9 日
电 （记者 赵文君） 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9 日发布 2020 年度业绩报

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末，邮储银行资产规模达到

11.35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 11.12%；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862.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9%；实 现 净 利 润 643.18
亿元，同比增长 5.38%；不良

贷款率 0.88%；拨备覆盖率

408.06% ，较 上 年 末 提 升

18.61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末，邮储银行金融精准扶贫

贷款余额 1005.21 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 21.91%；涉农贷

款余额 1.41万亿元，较上年

末增加 1496.76 亿元，支持

乡村振兴力度进一步加大。

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截至

2020年末，邮储银行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8012.47
亿 元 ，较 上 年 末 增 加

1480.62 亿元。此外，邮储银

行个人消费贷款余额 2.36
万 亿 元 ，较 上 年 末 增 加

3456.01 亿 元 ，积 极 助 力 城

乡居民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邮储银行资产规模达11.35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3月 29 日
电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

限公司获悉，由中铁十四局

集团施工的汕汕铁路汕头

湾海底隧道 29 日开始盾构

掘进，标志着世界首条设计

时 速 350 公 里 的 海 底 隧 道

开始海底段主体施工。

汕头湾海底隧道是汕

（头）汕（尾）铁路全线的控

制 性 工 程 ，隧 道 全 长 9781
米，其中穿越汕头湾海底段

2169 米 采 用 盾 构 法 施 工 。

盾构机刀盘开挖直径 14.57
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高

铁海底盾构隧道。

据中铁十四局集团项目

部盾构负责人赵海涛介绍，盾

构穿越汕头湾海底地层复杂。

隧道最大埋深 67米，最大水

深 10米。在海底洞室内拆解

超大直径盾构机为国内首次。

汕汕铁路正线全长约

162公里，计划 2023年通车。

世界首条时速350公里海底隧道
开始盾构掘进

新华社北京 3月 29 日
电 （记者 刘红霞） 财政部

29 日对外发布，2020 年，财

政部作为第一债务人按时

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偿还全部到期债务，获得世

行 及 亚 行 利 费 减 免 共 计

707.45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 4616.04万元。

其中，获得世行贷款利费

减免587.81万美元，亚行贷款

利费减免119.64万美元。

财政部公告显示，为鼓

励下级债务单位对财政部

及时还款，财政部根据下级

债务单位对财政部偿还世

行、亚行贷款债务情况，相

应给予下级债务单位世行

及亚行贷款利费减免共计

641.5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 4185.72万元，其中，世行

贷款利费减免 522.10 万美

元 ，亚 行 贷 款 利 费 减 免

119.40万美元。

我国2020年获得世行、亚行贷款
利费减免约700万美元

新华社北京 3月 29 日
电 （记者刘红霞） 财政部

29 日对外发布，今年前 2 个

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营收和利润都实现两位数

甚至翻倍增长，即便扣除低

基数因素，增速依然不低。

具体来看，1 至 2 月，国

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101929.2
亿元，同比增长 33.7%，扣除

低 基 数 因 素 后 ，增 长 率 为

8.2% 。其 中 ，中 央 企 业

59987.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5%，扣除低基数因素后增

长率为 7.4%；地方国有企业

41941.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7.5%，扣除低基数因素后增

长率为9.5%。

同期利润方面，数据显

示，国有企业利润总额5489.4
亿元，同比增长1.5倍，扣除低

基 数 因 素 后 ，增 长 率 为

10.2% 。其 中 ，中 央 企 业

4077.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6.9%，扣除低基数因素后，

增长率为10.7%；地方国有企

业 1412.4亿元，同比增长 9.6
倍，扣除低基数因素后，增长

率为8.8%。

1至 2月，国有企业应交

税费 9273.5亿元，同比增长

24.0% ，其 中 ，中 央 企 业

6959.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6% ，地 方 国 有 企 业

231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5%。

资产负债率方面，截至 2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64.3%，较去年同期持平。中央

企业 67.0%，同比下降 0.4个

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62.5%，

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

我国前2个月国企营收、利润“双丰收”

智慧农业 助力春耕
□ 人民日报记者 毕京津 杨颜菲 姜晓丹 方圆

全程机械化，种地更轻松，“智慧春耕”的

出现让轻松种田、科学种田成为可能。今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展智慧农业，建立

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从田间墒情监测、智慧农场、虫脸识别系

统，到智慧平台为农户提供培训、农资供应等

信息支持，记者近日走访河南、江西、广东、黑

龙江等地，看到各类高科技在春耕中的运用，

也感受到身处其中的农户们的欣喜。

“坐在家里就能查看庄稼的生长状况”

春雨贵如油。3月下旬，一场期盼已久的

降水让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卫溪街道傅庄村的

种粮大户付太华喜上眉梢。他打开农用气象

信息 APP，一张色彩鲜明的“鹤壁市土壤水分

分布图”映入眼帘，自己承包的 500亩耕地全

部处于代表适宜的绿色区间。

“叮叮！”正在此时，鹤壁市农业气象试验

站发来了《农用天气预报》。记者接过他的手

机一看，在灌溉和施肥气象等级预报图上，鹤

壁全市都标注为较适宜的蓝色，而喷药气象

等级预报图上，鹤壁全市都标注为不适宜的

红色。“这表明，现在这天儿，虽然下了雨，但

还不能完全满足小麦生长所需，应该继续灌

溉，同步进行施肥，但不能喷药。”付太华说。

说罢，付太华带着记者来到了浚县 30万

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近 500 米长的游走式

喷灌机，正“整装待发”。

游走式喷灌机 1 天可浇灌农田 1200 亩，

灌溉的情况怎么样？“田间地头的气象监测

站，每分钟都在监测苗情、墒情和温度，把数

据实时传回农业气象试验站处理后，就形成

图像传送到了咱农户的手机上，一目了然！”

说话间，付太华轻点控制 APP，设定好程序，

游走式喷灌机和田间的固定喷头一同开始工

作。

点开图像模块，田里的实时图像传来，能

看到绿油油的麦苗挂上了水珠。付太华笑着

对记者说，“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地上

有气象站，田里有摄像头，实现了全方位、全

天候的苗情、墒情监测。坐在家里就能查看

庄稼的生长状况，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两脚

泥的往田里跑了！”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国家首批现

代农业示范区，浚县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的信

息化、数字化和可视化水平，曾被农业农村部

评为“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

先进县”。“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先进技术向

全县的 107.6 万亩耕地逐步推广。”浚县县委

书记王海涛说。

“APP能帮我们种地拿主意”

眼下正是“春耕人在野”的时节。记者来

到江西南昌县蒋巷镇，一望无际的万亩良田

中却不见弯腰播种或插秧的农民。湛蓝天幕

下，只有几架臂展两米、红黑相间的无人机缓

缓起飞，机上搭载着播种器。无人机在低空

匀速飞行，将种子撒进水田。

这里是江西大田农社智慧农场，总经理

邹泰晖看着天上缓缓飞过的无人机，感叹道，

“以前抢农时靠人干活，现在我们靠手机就能

种地。”

田边，埋在土里的探测器将土壤的深度、

湿度等数据实时传回农场的中央控制系统，

农场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判断选

择使用农机插秧还是无人机直接播种。

“你看，这里的土壤深度是 40 厘米。”邹

泰晖拿起手机，打开“大田智慧农业”APP，点

击对应的土地编号，屏幕上立刻显示出这块

土地的各项参数，“APP 能帮我们种地拿主

意，当土壤深度超过 30 厘米的时候，插秧的

机器会下陷，所以更适合用无人机播种。”

按照手机上设定好的路线，无人机在农

田上空播种，飞完路线后再次回到了起点，缓

缓降落。南昌智慧大田农业公司的技术专家

肖继人打开播种器，里面还剩下一半种子，

“无人机直播比人工播种省种子，种子撒得均

匀，效率高。”

大田农社智慧农场目前流转了 1.5 万亩

土地，却只雇用了 26 名专职农民，娄助云就

是其中一名。如今，他将承包的土地流转给

了大田公司，自己负责智慧农场里的 500 多

亩地，“干活比以前轻松多了！机器插秧一天

能插 50亩，无人机播种一天能播 200多亩！”

今年，蒋巷镇需要完成种植至少 10万亩

早稻的任务，智慧农场就承担了其中的 1/10
左右。望着刚换好电池飞向下一块土地的无

人机，邹泰晖说，“肯定没问题，大约 8000 亩

地可以采用机器插秧的方式，剩下的 2000亩

采用无人机直接播种，不久就能播完。”

“效率提高，不得不提虫脸识别”

人勤春来早，生产正当时。在广东江门

台山市都斛镇的万亩优质水稻高产示范园

中，天上地上各种高科技农机，给紧张忙碌的

春耕带来了满满的科技感。

农户李胜业承包了 800 亩稻田，往年是

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却悠闲不少。“以前喷洒

农药，4个人 1台拖拉机，要 8天才能完成，现

在 1个人 1台无人机，两天就可以搞定了。”说

着，李胜业带记者看了田里几个长方体的箱

子，“说起来，效率提高，不得不提虫脸识别。”

李胜业说的“虫脸识别”，指的是智能识

别虫情测报系统。

“在夜间，这个设备可通过灯光把虫子吸

引过来，再由设备内置高清摄像头拍照，上传

到云平台，几秒就能识别虫子种类、数量，常

见的 20多种虫类基本都能识别，准确率可达

90%。”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林小军介绍，“系统可以根据识别的结果，进

行分析与预测。达到一定的警戒值，就会发

送提醒信息到系统，引起管理部门及农户的

注意。”

“比如说，常见的稻飞虱，一般达到 100
的警戒值，我的手机上就会收到信息。”李胜

业说，“以前打药，别人说什么药好就买，看到

地里的虫就打药。现在通过虫脸识别系统，

要买什么农药、什么时候打、打多少量，心里

都有了数，不仅农药使用量下降，也更能保证

粮食安全。”

事实上，不仅有虫脸识别系统，这里和它

相互配合使用的设备还有很多。比如小气候

检测设备，能够实时看到稻田里的光照、温

度、风速等信息。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通

过建立物联网络，对植株生长、农田小气候、

土壤墒情、病虫情等影响因子进行实时监控，

就像是医生给稻田做全身体检，把各项数据

量化。”林小军说，这些数据结合起来，可以全

面了解稻田的情况，也为农户的种植决策提

供了有效依据。

“这个信息平台真是又便利又实惠”

“大春，最近大屏幕上有啥新东西没？”在

黑龙江五常市安家镇兴业村益农信息社，村

民马玉海一边和信息员马春搭话，一边在可

触摸终端设备上左右滑动，查找感兴趣的内

容。

“又新上了几个农技视频，都是专家讲授

的，挺实用，有啥问题还可以给专家留言。你

扫描边上那个二维码，下载‘惠农助手’APP，

上面的内容和这里一模一样，以后在家里就

能看，更省事！”马春帮着马玉海将 APP 下载

到手机里，为他示范操作方法，马玉海很快就

“上手”了。

“这个信息平台真是又便利又实惠！”提

起智慧平台，马玉海赞不绝口。3月初备耕期

间，他在平台上看到农资供应商的信息，下单

了一批化肥。“在平台上买一吨化肥能便宜将

近 400 块钱，都是品牌厂商，质量也靠得住，

省心省事。”

在手机上打开“惠农助手”APP，“春耕生

产进行时”“权威政策早发布”“保供稳价民安

心”“农业专家讲技术”等栏目十分醒目。“咱

农民在意的，一是有哪些最新信息，二是买农

资怎么能经济实惠，这个平台都能满足。”马

玉海说。

近年来，黑龙江以打造现代农业综合服

务平台为目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快建成

覆盖农村、立足农业、服务农民的“信息高速

公路”，农民不出门就可享受便捷高效的信息

服务。

“今年备春耕期间，我们就提供了千余条

农技信息，为春耕生产提供信息技术支撑。

为了更好地推广，我们还会选择相对年轻的、

语言表达能力强的、有号召力的村民担任信

息员。目前，统计到的平台在线活跃用户就

有 3万余农户。”黑龙江省农业农村信息中心

信息建设管理科科长韩春晖说。

东风吹绿，万物复苏，黑土地即将迎来新

一轮耕耘，马玉海家 60亩水稻田也已经准备

就绪。“我家种的是稻花香，现在只等 4 月初

温度升上来开始育苗，顺着农时干，准没错！”

马玉海充满信心。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发布《关于加强地方国

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

地方国资委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处

置和防范应对，有效防范化解企业重大债务风

险。

去年个别地方国有企业发生债券违约，引

发市场关注。业内认为，此次国务院国资委相

关指导意见的出台，有利于强化各地管控国企

债务风险，展现了稳定金融市场的决心，也将

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

好、结构更优的发展。

指导意见重点把握了落实地方主体责任、

突出问题导向以及借鉴央企监管经验的原则，

强调了 4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建立风险监测识别机制。综合债务

水平、负债结构、盈利能力、现金保障、资产质

量和隐性债务等，精准识别债务风险突出企业

并纳入重点管控范围。

二是建立债务风险管控机制。从负债规

模和资产负债率双约束、严格投资源头管理、

严控隐性债务规模、规范对外担保等方面提出

了相关要求。

三是建立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从

债券发行、资金使用、到期兑付、违约风险处置

等债券管理全流程提出了指导意见，强调要按

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妥善化解债券

违约风险。

四是建立债务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通

过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风险难题，有效增强企业

抗风险能力。

在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看来，在整

体思路上，指导意见强调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一企一策”制定方案，既不放任自流，也不矫

枉过正，体现出债务风险管控工作的科学性；

在具体做法上，构建了“防风险-堵漏洞-疏通

道-罚违法”的风险管控体系。

“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有效防范企

业债务风险要从两端发力。”中国企业联合会

研究员刘兴国说，指导意见涵盖规范债务资金

用途、推动深化改革等要求，背后的逻辑就是

既要遏制地方国企盲目举债扩张的冲动，有效

管控风险源头，同时也要通过深化改革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增强风险承担与应对能力。

“依法处置债券违约风险，严禁恶意逃废

债行为”“对于已无力化解风险、确需破产的，

要督促企业依法合规履行破产程序”……指导

意见的一系列提法，引人关注。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风险出清实现优胜劣

汰是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机制，指导意见明确

上述内容意味着管控地方国企债务风险仍将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地方国企数量较

多，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实现分类管控以及开

展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工作量不小，未来将

逐步落实落地。

陈卫东表示，随着地方国企风险管控加

强，对地方国企债券信用评级、信息披露、风险

管理与违约处置等相关工作将加快推进。长

期看，随着地方国企违约潜在风险逐渐得以排

查清理，信贷资源配置将更加市场化，推动我

国债券市场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地方国企债务管控加码 国资委新规助力市场稳预期
□ 新华社记者 王希

22月月1010日日，，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的智慧农业产业园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的智慧农业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无土栽培的番茄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无土栽培的番茄。。张忠张忠 摄摄

近日近日，，在河南省浚县在河南省浚县，，大型游走式喷灌机大型游走式喷灌机““阔步行走阔步行走””在田间在田间

近日近日，，在江西南昌县大田农社智慧农场在江西南昌县大田农社智慧农场，，
无人机在油菜田里喷农药无人机在油菜田里喷农药。。 李轩李轩 摄摄

新华社济南 3月 29 日
电（记者 王阳）记者从山东

省财政厅获悉，为发挥财政资

金激励作用，引导全省工业企

业加快实施技术改造，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步伐。日前，山东

出台了支持实施高水平技术

改造财政政策。

根据政策，企业在应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智能

化工厂、数字化车间等项目

过程中产生的设备、知识产

权及科技成果等的购置费

用，山东省级财政按不超过

10%的比例给予单户企业

最高 500万元支持。

政策重点支持具有引

领性的重大技术改造。企

业新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省级重大工业技改项目

竣工投产后，省级财政按银

行最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的 35%给予支

持，最高达 2000万元。

同时，对企业实施的上

述两类技术改造项目，优先

采取股权投资方式予以支

持，并对“亩产效益”综合评

价结果为A类的企业上浮奖

励标准，最高可上浮 20%。

山东：重大工业技改项目
投产最高支持2000万元

新华社拉萨 3月 29 日
电（记者 刘洪明） 近日，中

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

公司在西藏大古水电站成功

取出一根直径 200 毫米、长

度 26.2米的混凝土芯样。

据水电九局介绍，取芯

部位在水电站的右岸挡水

坝段，取出的芯样表面光滑

致密，骨料分布均匀，层间

结合良好，反映了大古水电

站大坝碾压混凝土高水平

的施工质量，标志着大坝施

工质量和工艺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

总 投 资 122 亿 元 的 大

古水电站是西藏在建规模

最大的内需水电项目，计划

2021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2022年全部完工。

西藏大古水电站大坝施工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