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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9月22日电（记者王建

刚）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与国际劳工组织

22日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1年

全球可再生能源工作岗位达到1270万

个，中国占全球总数的42％。

报告说，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几乎三分之

二的就业岗位来自亚洲，仅中国就占全

球总数的42％，其次是欧盟和巴西各占

10％，之后是美国和印度分别占7％。

报告还表明，太阳能是发展最快的

可再生能源行业，去年提供了430万个

工作岗位，占比超过全球可再生能源就

业岗位总数的三分之一。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

科·拉卡梅拉说，尽管全球面临诸多挑

战，可再生能源就业仍具有弹性，并且已

被证明是一个创造就业机会的可靠引

擎。他建议各国政府推行各种产业政

策，鼓励在国内增加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工作岗位。

报告指出，中国是领先的太阳能光

伏板制造及安装大国，并且海上风电正

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欧洲目前占

全球风电设备制造产能的40％左右，是

最重要的风电设备出口方。

202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工作岗位占全球逾四成

新华社东京9月22日电（记者刘春

燕）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出现剧烈波动，

日本财务省22日宣布对汇市进行干预，

以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这是日本政府

自1998年6月以来首次干预汇市。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1日宣布再

度加息75个基点，并暗示加息或将持续

至明年。受此影响，22日东京外汇市场

日元对美元汇率显著走软。

22日下午，日本央行召开货币政策

会议，宣布继续坚持当前超宽松货币政

策，维持利率水平不变。日本央行行长

黑田东彦表示，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

对支持日本经济从新冠疫情造成的低迷

中复苏十分必要。消息公布后，日元对

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当天盘中一度逼

近146比1关口，创24年来新低。

为阻止日元继续下跌，财务省当天

晚些时候通过买进日元、卖出美元对汇

率进行干预，随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

回升至140.78比1。截至东京外汇市场

交易结束时，日元对美元汇率约为

142.2比1。

日生基础研究所研究员伊藤小百合

表示，日本央行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成

为市场关注焦点，令日元承受更大下行

压力，日本政府干预汇率的措施能产生

多大效果尚待观察。

日本政府24年来首次干预汇市阻止日元贬值

新华社华盛顿9月21日电（记者孙

丁）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21日起

诉指控前总统特朗普等人以及特朗普集

团为获取经济利益进行财务欺诈。

根据这项民事诉讼，特朗普在其成

年子女以及特朗普集团高管帮助下虚假

夸大净资产，以诱使银行向该集团提供

条件更有利的贷款，诱使保险公司提供

更高保额却收取更低保费，以及获取税

收优惠等。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寻求永久

性禁止特朗普及其成年子女在纽约

州任何公司或商业实体中担任高管

或主管，禁止特朗普及特朗普集团 5

年内参与纽约州任何不动产收购，要

求相关方退还通过欺诈所得约2.5亿

美元等。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同时将该诉

讼告知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美

国国家税务局以展开刑事调查。

特朗普尚未就这一诉讼进行回

应。他此前多次抨击民主党人詹姆斯

对他展开“政治攻击”，称相关调查“受

政治驱使”。

此外，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特朗普

去年初卸任总统、离开白宫时将一些机

密文件带到私人住所的情况。特朗普否

认有不当行为。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起诉指控特朗普财务欺诈

精耕细作服务社会民生发展
——农行吉林省分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金融是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共同富裕

的重要力量。

农行吉林省分行始终坚持“金融报国”初心，勇担“金融为

民”使命，牢记“党的银行、国家的银行、人民的银行”这一定

位，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金融服务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聚焦民生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优化资源配置，加大

信贷投放，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提高广大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做优做强民生金融服务
农行吉林省分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创

新丰富服务模式和产品体系，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普惠、便捷

的特色化金融服务。

着力服务居民消费升级。该行围绕服务居民住房、购车、

教育、旅游等消费升级主线，大力推广“个人e贷”系列线上融

资创新产品，强化平台建设和数据对接，切实让数据多跑路、

客户少跑腿，实现申贷、审批及用信线上化、自动化，有效满足

不同层级客户消费融资需求。特别是在今年疫情期间，该行

出台便民惠企十条举措，发出《致全省个私业主的一封信》，及

时启动“复业胜疫贷”线上申贷平台，为个私业主提供小额度、

免担保、申贷快、随心还的融资便利。并通过实施征信保护服

务，设置贷款宽限期以及合理延长住房贷款期限等措施，有效

缓解非农个贷还款压力。截至2022年6月末，个人贷款余额

达503.3亿元。

全力服务民生事业发展。聚焦社保、医保、卫生等重点民

生领域强化资源配置，投入1.43亿元支持金融社保卡项目建

设，投入金额同业居首；发行金融社保卡398万张，同业占比

16.4%。大力支持医保信息化、便民化改革，发动全员开展全

省参保尤其是边远地区、老幼病残等困难群体医保电子凭证

激活工作，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客户超71万人次，代理医保社保

缴费突破200万笔，居同业前列。

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渠道
农行吉林省分行在强化网点服务的基础上，围绕“打造客

户体验一流的智慧银行、三农普惠领域最佳数字生态银行”数

字化转型目标，聚焦渠道建设、数据应用、业务基础、科技支撑

四大领域，全面提升线上服务能力。

大力推广“掌银下乡”工程，有效提升基础金融服务便捷

性，截至2022年6月末，掌银注册客户达524.2万户；加快智慧

政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数字化场景建设，达标高频场景、

场景高频客户分别达256个、15.2万户。积极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搭建“吉林农行数字乡村服务”平台，将金融服务深度嵌

入乡村政务、党务、惠农、金融等多元场景，打造银行、政府、合

作伙伴、商户、农户等多方共赢数字乡村生态圈。大力拓展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全面提升村集体资产管理、财务管

理、资金审批效率，强化农村集体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

服务乡村治理、方便农民生活，目前，已在和龙、集安、镇赉、舒

兰等17个县（市、区）上线运行，覆盖73个乡镇（街道）、795个

行政村。

深入开展服务升温工程
农行吉林省分行加快推进网点转型，以“环境升温、服务

升温、品牌升温”为目标，加快网点整体改造和微改进度，提升

网点整体形象和客户体验。服务得分系统内排名3年提升17

个位次。成功打造1家“百佳网点”、11家星级网点、3家“千佳

网点”，标杆网点数量居同业首位。进一步丰富网点服务功

能。与省关工委合作开展“筑梦小主人”金融教育实践活动，

挂牌100家教育实践基地，打造235家“浓情暖域”服务品牌网

点，覆盖全行41%以上网点。积极创新“环卫驿站”服务模式，

组织开展“浓情暖客、服务赋能”“送金融知识进社区”等系列

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公益性、便利性贴心服务。

强化特殊客群服务。为网点配备老花镜、便民箱、爱心

座椅、饮水机、轮椅等服务设施，有效满足特殊客群的金融服

务需求。制定出台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金融

服务方案,对因特殊原因无法亲临柜台办理业务的老年客

户，及时提供上门服务，今年以来，已提供上门服务 2257

次。同时，该行还结合“3·15”“4·15”等主题活动，加大金融

消费者保护和金融服务政策宣传，以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

的便利服务帮助广大客户共享现代金融的普惠红利。

（黄英姿）

农行吉林省分行以服务升温工程为抓手，不断优化适老

化服务流程，完善适老化服务设施，为老年客户提供更加适

需、暖心的金融服务。（资料图片）

农行长春分行打造“环卫驿站”服务模式，有效保障环卫

工人冷可取暖、累可歇脚、伤可用药及工具存放等基本需求，

为城市扮美添暖。（资料图片）

“今年，我们克服去年北方罕见秋

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地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对南方局部严重

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粮、早稻增产，粮

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

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

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

的慰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放眼广袤田

野，东北黑土地上玉米、水稻逐渐成熟，

长江流域稻菽飘香，黄土高原上苹果长

势喜人，西南地区特色蔬菜迎来新的收

获……金秋的五彩画卷，是对耕耘的致

敬，对收获的礼赞。

天道酬勤迎来丰收

秋分节气即将到来，东北平原天高

云淡，密密层层的玉米一眼望不到边。

在黑龙江省望奎县东郊镇，厢兰五

村村民周春生今年种了400亩玉米。

他在地头剥开一穗玉米，开心地笑了：

“看看这玉米棒多大，籽粒多饱满！”

周春生告诉记者，去年秋天村里用

大农机进行整地，今年春播和夏管期间

都有农业技术人员指导，气候条件总体

不错。“目前来看，预计我家亩产至少

1600斤，比去年多300斤。”

今年的粮食丰收来之不易，疫情影

响给春耕备耕和田间管理带来挑战，农

资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夏季南方部分地

区高温干旱给水稻生产带来困难。

面对挑战，相关地区和部门全力以

赴，多措并举。中央财政3次向实际种

粮农民合计发放400亿元一次性补贴，

安排100亿元支持秋粮抗高温干旱；农

业农村部设立农资保供专班、热线电话

和微信公众号，投放322万公斤国家储

备种子，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解决春耕钾

肥缺口。

“龙口夺粮”“虫口夺粮”，科技是

关键。

夏粮生产中，面对因秋汛造成大面

积冬小麦晚播，农业科技人员指导农民

落实关键技术，突出抓好抗涝保播、促

弱转壮、防病治虫、“一喷三防”、机械化

抢收。

秋粮生产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制

定印发南方水稻抗高温热害、玉米抗高

温干旱、蔬菜茶叶抗旱减灾等6个技术

指导意见，派出25个包省包片联系指

导工作组、10个专家指导组和12个科

技小分队，南方相关地区农业农村部门

制定技术指导意见，动员基层农技人员

扎根一线指导服务。

前段时间，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洋

淘湖镇冲天村，镇水利站站长曹湘文调

集了十多台水泵，经过10多天奋战，帮

助种粮大户肖金良完成了灌溉。为了

加强病虫害防控，汉寿县农技部门工作

人员每隔5天就下田提取虫害样本。

截至9月中旬，全镇3万多亩稻田已完

成了3轮病虫害统防统治。

“由于遭遇了高温干旱天气，一个

月前我特别担心种的2000亩水稻收成

不行。现在看来，除了因灾损失的20

亩外，其他稻田都度过了危险期，产量

有保障，终于放心了。”肖金良说。

辛勤的汗水，迎来沉甸甸的收获。

今年夏粮、早稻实现增产，目前除南方

双季晚稻正抽穗扬花外，其他大部分秋

粮作物进入完熟期。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9月

22日，秋粮已收获20.3％。西南地区

收获过六成，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过

三成，西北地区过两成，黄淮海和东北

地区开始收获。

质量兴农点亮希望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于优

质、特色、健康的农产品需求增加，农业

生产向高效、生态、多样化发展。今年

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洋溢着更加缤纷的

色彩。

秦岭脚下，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王

莽街道清水头村，不少农民已经背着背

篓忙碌起来。

“再忙也开心啊！”村民孟建朝说，

在区政府支持和农业专家指导下，乡亲

们修好了稻田渠系，引进小龙虾养殖，9

月上旬已经进入了稻田小龙虾成熟收

获期。

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军表示，“稻虾

共生”实现了“一水两用”，还增加了效

益。每亩地出产的小龙虾能达到300

斤左右，收入约1.8万元，出产的有机

稻米价格也很可观。

数千里外，山东省高密市胶河社区

李家屯村千亩梨园种植区，在这个金秋

迎来了累累硕果。“酥梨大丰收，多亏了

供电所的电工师傅。春季花期授粉的

关键时候，灌溉及时才有了好收成。”正

忙着采摘的种植户李丹好说。

抽水灌溉需要供电保障。在梨园

管理的关键时期，国网高密市供电公

司柏城供电所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主

动上门走访，了解用电需求，及时更换

老化电力线路等，确保配电线路及设

备“零缺陷”运行，解决了农户关心的

大问题。

为了“米袋子”“菜篮子”产品生产

供给充足、质优价稳，今年有关部门和

各地突出抓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并完善基础设施短板，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

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面积推广

的第一年，从田间调查看，大豆玉米长

势良好，有望实现“玉米基本不减、增

加一季大豆”的预期目标；目前各地秋

菜定植接近尾声，蔬菜上市量将逐步

增加；生猪生产发展和市场供应总体

平稳，禽蛋奶水产品等产量同比均保

持增长。

为了加快补齐产地冷链物流设施

短板，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连续3

年共安排中央财政资金100多亿元，

撬动社会资金投入400多亿元，全面

推进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新增冷藏保鲜能力1200万吨以上，有

效降低产后损失，实现择期错季销售，

增强主体议价能力和产业抗风险能

力，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联农

带农效果显著。

同心协力共建家园

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

美丽，这是亿万农民的期待，也是人们

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

眼下，云南哈尼梯田水稻正陆续收

获。远远望去，一块块金色的梯田，尽

显秋色美好。农民忙着收割稻谷时，

“梯田兰子”正和团队制作丰收的短视

频。

“梯田兰子”名叫丁继楠，是元阳县

本地人，自2019年在短视频平台上传

了哈尼族美食的制作过程，得到网友广

泛点赞后，便积极为大地代言、传播哈

尼农耕文化。

“哈尼梯田是我们的根，我们要保

护好梯田，传承好农耕文化。”丁继楠

说，近年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村庄环

境和道路得到改善，曾经撂荒的田地种

上了水稻，原生态的哈尼梯田得到了大

家的守护。

乡村承载着乡愁，传承着优秀农耕

文化。近年来，各地深入挖掘农业文化

遗产资源，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

程，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品牌，展示农耕

智慧、弘扬优秀农耕文化。同时，各地

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倡导孝老爱

亲、勤俭持家等文明新风尚。

为了让乡村更美丽，我国扎实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目前

全 国 农 村 卫 生 厕 所 普 及 率 超 过

70％，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

自然村比例稳定在90％以上，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达28％左右，95％以上

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村容村貌明

显改善。

笑容展现在越来越多农民群众的

脸庞。乡村富民产业稳定发展，让农

民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农业农村

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9787元，实际增长4.2％。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在希望的田

野上，每一滴汗水都见证着农民的辛

劳，每一个季节都在为新的收获筑牢基

础。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日子越过越

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这是亿万农民

群众的期盼，也是广袤中华大地越来越

美的风景。（记者胡璐 黄腾 周勉 杨

静）（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致 敬 耕 耘 礼 赞 收 获
——写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