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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钱文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把金融支农史诗写在乡村振兴大地上

●本报记者 叶斯琦

海岛椰林、江南水榭、塞外草原、西陲

村寨……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 凡有人

烟、稼穑处，便有农发行投注的目光。

“支农为国、 立行为民” ， 情怀与初

心，时刻召唤农发行人践履新时代的职责

使命。

五年来， 累计投入支农资金9.6万亿

元，贷款余额净增2.7万亿元；累计投放扶

贫贷款2.32万亿元，余额1.5万亿元，扶贫

贷款累放额和余额均居金融系统第一，连

续五年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连续四年在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中位列第一

梯队……在金融支农中，农发行的开创性

作为孕育出幸福花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 ‘三

农’ 工作的总抓手。 未来，农发行将以服

务乡村振兴统揽工作全局。 ” 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钱文挥平和的语

速下，政策性大行迈步新征程蹄疾步稳。

大行担当：开启金融支农新征程

“支农为国、立行为民” ，这八个字，

清晰地象征着农发行在新时代开启的政

策性金融支农新篇章。

“要更好发挥政策性银行‘当先导、

补短板、逆周期’ 作用，为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从建行到交行，

从工行到农发行，三十余年的国有大行工

作经历，早已将“大行使命” 四个大字深

深刻印在钱文挥心中。践行“大行使命” ，

是击鼓催征稳驭舟的作为，是勇立潮头敢

为先的决心。

脱贫攻坚，万马战犹酣。 在这场彪炳

史册的总决战中，农发行一马当先。 五年

累计投入支农资金9.6万亿元， 贷款余额

净增2.7万亿元。“这是农发行历史上支农

力度最大、发挥作用最突出的时期。 ”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所当乘者势也，

不可失者时也。“三农”工作进入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农发行当仁不

让。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服务乡村振兴

的银行” ，这句无比契合当下重点的宣传

语，是农发行向社会的庄严宣告。

无愧于此，谈何容易，唯有只争朝夕。

从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平吉堡第六奶牛

场，到贵州锦屏县罗丹村肉牛养殖项目基

地， 再到黄河宁夏段二期防洪工程实地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征程中，钱文挥与农发行

人的脚印已遍布祖国大地的每个角落。

“我们这些年经常到各地，尤其是贫

困地区去看、去扶持、去推动，每一次去，

都会看到许多深刻的变化。通过这些年的

努力， 农村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 欣喜的同时，更提振了我们实现‘十

四五’ 规划乃至更长时期目标的信心。 ”

寥寥几句，胜却万语千言。

深化改革：赋能政策性职能定位

农发行的行徽是金麦色，这与其他银行

行徽正红、 深蓝等主色调相比显得颇为特

别。 这一抹低调、厚重的颜色，如同沉甸甸的

麦穗，编织着这家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底蕴。

“农发行成立的初衷，是确保粮食收

购资金的供应，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 回

忆往昔， 钱文挥坚定地说，“服务乡村振

兴，最基础的也是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 守护“大国粮

仓” ，于农发行坚守政策性职能定位意义

重大，“粮食银行”特色品牌既诞生于此，

更一脉相承。 （下转A03版）

第五届中国股权投资

金牛奖评选启动

●本报记者 王宇露 张舒琳

为服务国家科创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

质量发展，突出创新资本战略作用，促进金

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和创新的支持，支持行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证券报10月11日启

动“第五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评选。 值

得关注的是，本届评选邀请国家级产业基金

负责人等权威人士作为专家顾问，为评选提

供坚实支持。

第五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评选将继

续秉承金牛奖系列评选的“公正、公平、公

开、公信力” 原则，持续关注社会责任、低碳

发展，鼓励慈善发展和长期价值投资，重视

创新驱动和产业协同，大力支持国家战略和

高新技术产业。 2021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世界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产业链重构悄然进行，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

能，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焦

点所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新投资时

代，站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

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处，需要突

出创新驱动发展， 突出创新资本战略作用，

提升创新资本形成能力，激发经济增长新动

能，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以私募股权和创

投为代表的股权投资作为新型的金融产品

供给，与创新企业紧密结合共生共荣，与科

技创新、 资本市场的发展良性循环互动，推

动生产要素向更具前景、更具活力的领域转

移和集聚，在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直接融资、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因此，本届评选将

更加突出硬科技创新方面，在“金牛高端制

造投资优胜机构奖项” 之外，新设“金牛半

导体和集成电路投资优胜机构” 奖项，进一

步突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争夺“科技制高点”的引领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国家重大战略决

策，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也是重大

的战略机遇。为助力“双碳”战略目标落地，

鼓励和引导股权投资机构在“双碳” 推进中

发挥更大作用，本届评选新设“金牛碳中和

领域投资优胜机构” 奖项，从碳中和理念、

决策体系到投资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是对投

资领域如何更好践行碳中和的新探索。 同

时，“金牛社会责任卓越投资机构” 将继续

高举慈善和社会公益大旗，强调共同富裕的

意识和社会公正的价值观，通过勤劳创新实

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评选旨在建立完善

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券商股权投资、

产业引导基金、 母基金等机构和管理人的科

学评价体系和交流平台， 展示股权投资行业

的优秀投资机构、 投资管理人， 促进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本届评选活动流程主要分为

三步：第一步是启动。 评选工作组根据国家政

策导向和行业最新实际情况， 完善评选规则

和具体方案，启动评选；第二步是填报数据和

尽调。 在提名名单发布后，获得提名的机构需

按要求提交详细数据， 评选工作组对获得提

名的机构展开尽调。（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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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加强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究 建立健全“双碳” 标准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据新华社10月10日消息，中共中央、国务

院近日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

加强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究；加强核心基础零

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

与产业技术基础标准建设； 建立健全碳达峰、

碳中和标准，加快节能标准更新升级，提升重

点产品能耗限额要求，扩大能耗限额标准覆盖

范围。

《纲要》明确的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实

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

变， 标准运用由产业与贸易为主向经济社会全

域转变， 标准化工作由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

互促进转变， 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

效益型转变。 标准化更加有效推动国家综合竞

争力提升，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到2035年， 结构优

化、先进合理、国际兼容的标准体系更加健全，

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管理体制更加完善，市

场驱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开放融

合的标准化工作格局全面形成。

《纲要》 提出， 加强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

究。 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领域，开

展标准化研究。 在两化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

大数据、区块链、卫生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应

用前景广阔的技术领域，同步部署技术研发、标

准研制与产业推广，加快新技术产业化步伐。研

究制定智能船舶、高铁、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

汽车和机器人等领域关键技术标准， 推动产业

变革。 适时制定和完善生物医学研究、 分子育

种、无人驾驶等领域技术安全相关标准，提升技

术领域安全风险管理水平。

《纲要》提出，筑牢产业发展基础。 加强核

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

基础材料与产业技术基础标准建设， 加大基础

通用标准研制应用力度。 开展数据库等方面标

准攻关，提升标准设计水平，制定安全可靠、国

际先进的通用技术标准。

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实施高端装备制造标准

化强基工程，健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

造标准，形成产业优化升级的标准群，部分领域

关键标准适度领先于产业发展平均水平。完善扩

大内需方面的标准，不断提升消费品标准和质量

水平，全面促进消费。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

建设，健全服务业标准，重点加强食品冷链、现代

物流、电子商务、物品编码、批发零售、房地产服

务等领域标准化。（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