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4日，游人在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建设村“樱花
谷”泛舟赏樱（无人机照片）。近日，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
丹林镇建设村“樱花谷”景区大面积樱花盛开，引来市民
和游客踏青赏景，拥抱春天。 新华社发（刘学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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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始，万物生。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扎实做好备春耕工

作，是确保全年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增收的关键。

眼下，勤劳的农民已开始采购农资、维修机械、平整田地，

广袤的黑土地将迎来新一季的耕耘。

农民忙春耕，农信忙服务。为保障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头、

起好步，全省农信系统在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带领下，坚决

扛稳金融支持粮食稳产保供责任，深入实施强农兴农金融赋

能行动，围绕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聚焦“三农”重点领

域，主动摸排资金需求，积极创新信贷产品，持续加大信贷投

放，做到资源优先安排、贷款优先发放、服务优先满足，累计投

放备春耕生产贷款150.2亿元，同比增加11.9亿元，切实发挥

了服务“三农”主力军和乡村振兴主办行作用。

走访对接，摸排“农情”

春耕备耕，农资先行。全省农信系统把支持农资供应企

业作为服务春耕生产的重要领域和方向，持续加强走访问需，

切实加大金融供给，保障农资生产稳定供应。

吉林省友禾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目前拥有2条

现代化全自动智能肥料生产线，依托中国科学院化肥配方专

利使用权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打造了宝地丰、友禾丰田等系列

化肥品牌，畅销东北三省一区，公司也逐渐发展成为长春地区

规模较大的化肥生产商。随着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以及市场需

求高涨，流动资金不足成为友禾肥业正常生产的最大制约因

素。双阳农商银行在开展“千名行长进万企”走访问需活动中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组建金融服务专班，由行领导亲自带

队，相关部门全程对接，制定专属信贷服务方案。考虑化肥生

产企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使用资金的情况，以循环额度方式为

其授信2000万元，仅用十天时间就完成从受理借款申请到贷

款发放的全过程。在资金的支持下，友禾肥业开足马力生产，

为春耕生产施足“底肥”。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为全力保障春耕生产，省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坚持高位推动，早谋划、早准备、早部署，从去年

四季度开始就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出台多项指导性文件，指导

全系统52家农商银行、农信社进一步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单列

信贷投放计划，开展走访对接服务，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切实

做到早投放、快投放、多投放。全省农信系统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服务理念，变“坐商”为“行商”，真正做到把身子俯到基层，

把服务送到村屯，积极组织开展“整村授信”“双基优储”“党

建+金融”系列活动，客户经理队伍持续深入传统农户、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涉农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走访需求、讲解

政策、主动授信。截至目前，全省农信系统全面完成9198个行

政村“整村授信”工作，覆盖面达100%，预授信129.1万户、金

额535.1亿元。涉农贷款余额1983亿元，其中，粮食重点领域

贷款余额274.5亿元，比年初增加6.8亿元。

创新产品，满足“农需”

走进前郭县长龙乡苇芦山村宏大农民种植合作社，可以

看到农民正在忙碌着调试农用机械，春耕生产蓄势待发。

该合作社由村党支部领办，流转土地373公顷，主要从事

玉米规模种植。在合作社成立之初，缺少周转资金，郭尔罗斯

农商银行主动上门对接了解融资需求，积极推荐“红领贷”专

属信贷产品，启动快审、快贷程序，第一时间发放贷款80万元，

保证了合作社正常生产经营。在该行的资金支持下，合作社

实现分红780万元，每公顷均分红2.1万元，有效带动160户村

民致富增收。

“红领贷”是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针对村党支部领办的

合作社（企业）创新开发的一款专属信贷产品，可用于经营发

展中流动资金周转和固定资产采购。全系统面向符合条件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宣传推介，执行优惠利率，受到广

泛好评。

去年以来，为更好服务乡村振兴，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大力推动“银行+”战略，持续深化银政、银企、银担等多领域

业务合作，与省委金融办、省农业农村厅、省农担等联合搭

建助农服务平台，依托金融科技赋能，研发专属产品、对接

系统平台、创新服务模式、搭建金融场景，实现信息联通、数

据共享，形成了“政银企担”联合支农长效机制。同时，针对

传统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创

设形成了“吉农云”涉农产品体系，针对黑土地保护及盐碱地

治理经营实体，推出“吉农-黑金贷”专属信

贷产品；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经营主体，推

出“吉农-良田贷”专属信贷产品；针对粮食

流通领域粮贸企业，创新数字化粮食云仓

信息监管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推出“吉农

E粮通”专属信贷产品；针对物资流通领域，

“两社融合”推出“吉农-供销贷”专属贷款

产品；针对传统种植养殖农户等小规模农

业经营主体，推出纯信用、线上化快贷产品

“吉农-融 e贷”；加强银担合作，拓展增信

渠道，推出“吉农-易担贷”产品。

提高质效，不误“农时”

“现在贷款真是方便又快捷，动动手指

钱就到账了！”公主岭市十屋镇辣椒种植户

杨女士感慨地说。

杨女士今年承包了130亩土地种植辣

椒，并与一家代加工厂签

订了辣椒收购协议。就在

筹备春耕之际，她发现流

动资金不足，一时间犯了难。公主岭农商

银行客户经理在走访对接过程中了解到这

一情况，经过深入了解和认真调查，杨女士

符合“吉农-融e贷”准入条件。客户经理现

场指导杨女士在手机上在线申请贷款，并

利用移动工作台快速审批了贷款申请，30

万元贷款资金当天发放到位，解决了她的

燃眉之急。

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针对春

耕生产农时短、资金需求急的特点，省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强化科技赋能，大力发展数字

金融，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打造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信贷系统，实现对客户信息全面管

理维护，综合运用人工判断和大数据风控智能分析相结合的

技术进行审查审批。依托该系统创新推出具有免抵押、免担

保、纯信用特点的“吉农-融e贷”线上贷款产品。客户使用吉

林农信手机银行即可完成线上申请、线上签约、线上还款，实

现了让数据多“跑路”，客户少“跑腿”，足不出户办理贷款。截

至目前，全系统累计发放“吉农-融e贷”62.7亿元，余额144.4

亿元，支持农户12.7万户。

全省农信系统充分发挥“千军万马+金融科技”优势，在打

通线上金融服务渠道的同时，持续提升线下服务质效，让农

民春耕融资更便捷、更高效。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

原则，开辟“快捷通道”、设立“绿色通道”，在确保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对符合放贷条件的春耕备耕生产资金需求，优化办

贷流程，执行优惠利率，提高审批效率。大力推进农村数字

普惠金融信贷系统、移动展业平台等工具推广运用，客户经

理队伍主动“送贷上门”，努力让客户“最多跑一次”向“一次

不用跑”转变。同时，不断加强农村助农服务站的建立和基础

服务设施的维护升级，扩大自助设备的布设和维护力度，改善

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和金融服务环境，全面打通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使农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存、取、缴、汇等基

础金融服务。

（张雷 蔡万军）

双阳农商银行主要负责人走访种植合作社。

◀郭尔罗斯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走访种粮大户。

公主岭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走村入户上门服务。

吉林农信加大金融供给全力支持春耕备耕——

金融赋能春耕生产起好步开好局

据新华社天津 3月 25日电（记者周润健）近期，

12P/Pons－Brooks彗星（以下简称12P彗星）成为全球瞩

目的对象，我国不少天文爱好者成功观测并拍摄到这位

“天外来客”。

12P彗星的名字12P/Pons－Brooks源于发现它的两

位天文学家——让－路易·庞斯和威廉·罗伯特·布鲁克

斯。这是一颗短周期彗星，每隔约71年返回太阳系一次。

2024年这颗彗星重返太阳系。“本次回归周期内，

12P彗星将于4月21日过近日点，6月2日过近地点，最佳

观测时段是3月底至4月上旬，其间这颗彗星的亮度有望

达到肉眼可见的程度。”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

家修立鹏说。

因为有望成为2024年的第一颗肉眼可见的彗星，

12P彗星受到了我国天文爱好者们的青睐，大家纷纷拿

起专业设备捕捉这位“天外来客”的身影。

3月初，12P彗星就已出现在日落后不久的西北方低

空。来自北京的星空摄影爱好者周博利用专业设备对其

进行了跟踪观测和拍摄。“这是一颗非常友好的彗星，接

近地平线，入夜一个小时后才会没入地平线以下，给了摄

影爱好者们一个很好的拍摄窗口期，低角度可以和地景

很好地结合，呈现出非常漂亮的构图效果。”周博说。

12P彗星与另外一个天体M31距离比较近，很多人会

在刚入夜或者蓝调时刻（日落后太阳位于地平线以下的

一段时间）尾声的时候，拍摄这两个天体“同框”的画面。

“我选择的地面景观是北京怀柔的宝山寺，这里光污

染相对较少，地势开阔，最终得到满意的宝山、彗星与

M31的合影。”周博开心地说。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星空摄影爱好者浦石也对12P彗

星进行了跟拍。“这颗彗星对暗夜环境和透明度有很高要

求，拍摄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主要采用星野和深空两种

方式进行拍摄，拍摄了12次左右。画面中，这颗彗星的彗

核呈绿色，离子尾呈淡蓝色，像一个小精灵一样。”浦石说。

71年等一回！

我国公众观测并拍到12P彗星

近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城乡居民医

保费用集中征缴工作，参保群众已经享受到了医

疗保障服务。全国基本医保参保情况如何？居

民医保缴费标准是否合理？未生病的居民参加

基本医保是否“吃亏了”？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

责人就社会关心的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有人称，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

近年来持续下降。还有人称，部分地区农村出

现医保“退保潮”。请问相关说法是否属实？

答：这种说法不准确。我国基本医保参保

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参保质量持续提升。

从宏观上看，居民医保参保人数保持稳

定。相关数据近年来有轻微波动，主要是两方

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参保数据治理。自2022年

起，医保部门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上线为

契机，连续两年清理居民医保跨省和省内重复

参保数据共5600万。这是居民医保参保数据出

现波动的最主要原因。二是参保结构优化。由

于大学生毕业就业等新增就业因素，部分原来

参加居民医保的群众转为参加职工医保，2020

年至2023年，每年都有500万至800万参保人由

参加居民医保转为参加职工医保，造成了居民

医保人数和职工医保人数此消彼长。

从微观上看，国家医保局近期派出专人，

赴内蒙古、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甘

肃等8个省份中工作基础相对较弱的8个村开

展参保工作蹲点调研。调研显示，这8个村

中，有 5 个村 2023 年参加居民医保人数比

2022年增加，有3个村参保人数略有减少，8个

村整体参保人数比2022年净增长151人。以

网传“多人退保”的湖北省麻城市某村为例，实

地调研发现，2023年该村97.4％的居民均参

加医保，实际新增参保30人，因特殊原因未参

保的仅是个例。许多村民表示，幸好有了医

保，切实解决了他们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

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

化的持续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下

降，未来居民医保参保人数可能也会平稳中略

有下降，甚至总参保人数也有可能缩小。

问：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标准为380元。有人认为费用标准偏高，涨速

偏快。该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答：有舆论认为，与2003年“新农合”建立

时10元/人的缴费标准相比，目前380元/人的

居民医保费用缴费标准增长太快。但是，我们

不应单纯看缴费标准的增幅，而应该看这增长

的370元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什么。事实

上，医保筹资标准上涨的背后，是医保服务水

平更大幅度的提高。

一是对群众的保障范围显著拓展。2003

年“新农合”建立初期，能报销的药品只有300

余种，治疗癌症、罕见病等的用药几乎不能报

销，罹患大病的患者治疗手段非常有限。目

前，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内包含药品已达3088

种，覆盖了公立医疗机构用药金额90％以上

的品种，其中包含74种肿瘤靶向药、80余种罕

见病用药。特别是许多新药好药在国内上市

后不久就可以按规定纳入医保目录。以治疗

白血病的药品“伊马替尼”为例，该药品刚在国

内上市时患者服药的年自付费用近30万元，

许多患者和家庭不得不“望药兴叹”，在沉重的

经济负担和脆弱的生命之间艰难取舍；2018

年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该药品集采并经医保

报销后，患者每年服药的自付费用降低至

6000元左右，不断完善的医保制度让无数患

者和家庭重燃生命希望。

二是各类现代医学检查诊疗技术更加可

及。20年来，在医保政策的有力支持下，医疗

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重大疾病诊疗能力

比肩国际先进水平，一些领域领先世界。患者

享受到的医学检查、诊疗手段朝着数字化、智

能化、精准化方向大幅迈进，彩超、CT、核磁共

振等高新设备迅速普及，无痛手术、微创手术

等过去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诊疗技术日益普

及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广大参保患者享受了

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三是群众的就医报销比例显著提高。

2003年，“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在30％至40％左右，

群众自付比例较高，就医负担重。目前，我国

居民医保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维

持在70％左右，群众的就医负担明显减轻，而

这必然带来医保筹资标准的提高。同时，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医疗需求的提

升、医疗消费水平的提高，也需要加强医保基

金筹集，为群众提供稳定可持续的保障。

四是对群众的服务能力水平跨越式提

升。2003年，“新农合”的参合群众在本县（区）

医院就诊才能方便报销，去异地就医报销比例

降低较多，且不能直接结算。目前，居民医保

参保群众不仅可以在本县（区）、本市（州）、本省

份享受就医报销，还可以在全国近10万家定点

医疗机构享受跨省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为

广大在异地生活、旅游、工作的群众看病就医

提供了坚实保障。此外，高血压、糖尿病门诊

用药保障机制从无到有，让群众不再为买药钱

操心，帮助约1.8亿城乡居民“两病”患者减轻

用药负担799亿元；“三重保障制度”仅2023年

一年就惠及农村低收入人口就医超1.8亿人

次，帮助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超1800亿元。

20年间，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虽然增

加了370元，但医疗保障水平和服务的提升为

群众带来的收益却远不是这 370元可计量

的。事实上，为了支撑医保服务能力和水平的

大幅度提升，国家在对居民个人每年参保缴费

标准进行调整的同时，财政对居民参保的补助

进行了更大幅度的上调。2003年至2023年，

国家财政对居民参保的补助从不低于10元增

长到不低于640元。如果一名居民在2003年

至 2023 年连续参保，其医保总保费至少为

8660元；其中财政共补助至少为6020元，占保

费总额的约70％；居民个人缴费共计2640元，

只占保费总额的约30％。

在不断完善的医保制度的有力支持下，全

国居民就医需求快速释放，健康水平显著提

升。据统计，2003年至2022年，我国医疗卫生

机构总诊疗人次数从 20.96 亿人次增长至

84.2亿人次；全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2005

年的72.95岁增长到2020年的77.93岁。与

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

重却从2003年的55.8％大幅下降至2022年

的27.0％。近14亿医保参保人享受更高水平

的医疗条件、更大范围的医疗保障、更高比例

的医保报销、更为便利的医保服务的背后，是

中国医保制度为人民生命健康的保驾护航。

问：城乡居民享受的医保报销，都是来自

居民个人缴费吗？

答：城乡居民医保的保费为定额按年缴纳，

2023年的筹资标准为1020元/人，其中财政补

助不低于640元/人，这是筹资的大头；个人缴费

标准380元，只是筹资的小头，并且对于低保户

等困难人员，财政还会给予全额或部分补助。

居民缴纳的医保费，与财政补助共同组成

了我国广大城乡居民共同的基本医保基金池，

带来的是对广大群众基本医保保障水平的持

续提升。在此，再补充说明2023年的几个数

据：一是全年全国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总额

为3497亿元，二是财政全年为居民缴费补助

6977.59亿元，三是居民医保基金全年支出

10423亿元。居民医保基金全年支出总额，是

居民个人缴费总金额的2.98倍。

问：如何看待“缴纳医保后没生病，吃亏

了”等言论？

答：疾病的发生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在现

代社会，面对突然到来的重大疾病，个人和家

庭很难能独自承受高昂的救治费用。保险的

实质，就是汇聚各方力量后，帮助那些不幸患

重病的个人和家庭抵御大额医疗支出的风

险。因此，参加医保就是“患病时有保障，无病

时利他人”，应该是每个群众面对疾病风险不

确定性时的理性选择。

2022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总诊疗

84.2亿人次，平均每个人一年到医疗卫生机构

就诊6次。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2.47亿人

次，年住院率为17.5％；也就是说，平均每6个人

中就有1个人一年住一次医院。居民生病、生大

病的概率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低。之前脱贫攻

坚期间，40％的贫困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也

说明疾病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极大。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居民医保参保人

的次均住院费用为8129元，以报销比例70％

计算，住一次院医保平均报销5690元；假如居

民将2003年至2023年连续参保个人缴纳的保

费进行储蓄，按年利率5％计算复利，到2023

年本金和利息共3343.1元。也就是说，居民

住一次院后医保报销的金额，就远超将连续

20年个人总保费进行储蓄的收益。

所以说，“缴纳医保后没生病，吃亏了”这种

说法不对，而且从算账上来说也是不划算的。

问：有网民称，“年轻人身体好可以不参

保，只给老人、孩子参保就行了”。请问如何看

待这个观点？

答：这种观点在部分人群中有一定代表

性。但如果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会发现这其

实是“算小账、吃大亏”。

一是我国的疾病谱正在发生变化。随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疾病实现了

早发现、早诊断，尤其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

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以及生活习惯等原因，

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出现低龄

化趋势，青壮年面临的健康风险不容小觑。

二是青壮年对疾病风险的承受力更加脆

弱。青壮年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顶梁柱”，

一旦罹患重大疾病，如果没有医保，不仅意味着

家庭将承担巨额的治疗费用，还意味着家庭将

失去重要经济来源。这双重的打击，不仅在经

济上将给家庭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还会进一步

影响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因此，家庭的“顶梁

柱”更加需要医疗保障给予重点的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青壮年应该参保。这不仅仅是

为了自己，也是为父母、孩子和家庭提供保障。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继续发挥我国基本

医保制度的确定性来应对疾病风险的不确定

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缓解群众看病就

医的费用负担，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医

保服务。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就居民医保参保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