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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着力点渐明晰 继续修复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高，

收盘微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二表现分化，沪深股指小

幅回升，创业板指逆市下跌0.29%，盘面
上超4000只个股上涨，航空航天、半导体
板块表现较好。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
续失守5日、10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
14355亿元环比萎缩；60分钟图显示，各
股指均收复5小时均线，60分钟MACD指标
均保持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缩量震荡
仍在继续，虽然两市股指日线MACD指标
出现死叉，但技术面修复也在进行中，如
沪指重新收复60日均线，而此前提到的
黄金分割位沪指3294点、创业板指2158
点均在周二完成考验，后市只要成交量
重新放大，则真正的反弹将再次重现。
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
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增
加。综合来看，市场连续两日震荡企稳，
突显出一定的韧性，短期走势仍需多关
注消息面。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8.12元均价买
入山河智能20万股，之后以8.26元均价
卖出20万股；另以3.24元均价买入天府
文旅30万股。目前持有华创云信130万
股、鲁信创投48万股、爱建集团180万股、
安科瑞11.5万股、创元科技18万股、陕天
然气40万股、电投能源20万股、天府文旅
130万股、山河智能50万股。资金余额
5123443.09元，总净值49504307.33元，
盈利24652.15%。

周三操作计划：山河智能、华创云
信、安科瑞、天府文旅、创元科技、陕天然
气、电投能源、爱建集团、鲁信创投拟持
股待涨。 胡佳杰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有专家认为，
“扩大内需”“稳住股市”“发展新质生产
力”是近期业内人士热议的话题，反映出
各界对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改革动能不
断增强的积极预期。

扩大内需
持续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
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7895亿元，比
上年增长3.5%。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看，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2.2个百分点。

结合国内外形势看，扩大内需仍是
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向内看，目前宏观经济虽延续回升
态势，但先行指标显示需求不足问题仍
较突出。往外看，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冲突交织，外需
增长面临不小的困难和挑战。

应对外部冲击、稳定经济运行，扩大
内需是关键一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
部署2025年重点任务时，把“大力提振
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
求”摆在了首位。

扩大内需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战略
之举，需多管齐下、长短相济。

短期来看，以财政政策为主的逆周
期调节政策不能松劲，加大支出力度同
时还应调整结构，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
费领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

一鸣说，未来要通过消费引导投资，从注
重“物”的投资转向更加注重“人”的投
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扩大消费的长效
机制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建议财政政策
加大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部分过
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惠民
生、促消费，增强居民消费拉动作用。

长期来看，应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收
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改革，释放
更多发展红利。

稳住股市
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

推动出台资本市场新“国九条”和
“1+N”政策体系；推出两项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一系列稳股市政策陆续推
出、持续发力。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发力有利于稳
定投资者预期，更重要的是以改革促稳
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住楼市
股市”“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
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

在投资端建设上，打通中长期资金
入市的堵点卡点，完善“长钱长投”的制
度环境是稳住股市的关键。2025年 1
月，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
的实施方案》，聚焦公募基金、商业保险
资金、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卡点
堵点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举措。

在融资端方面，应努力实现量的总
体平衡，进一步完善一二级市场协调发
展机制，使市场融资规模和节奏更加科

学合理。同时，实现质的持续提升，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
深走实；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
容性、适应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
完善科技金融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资本市场发挥
积极作用。

2024年，证监会先后出台“支持科
技十六条”“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等
政策措施，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
包容性、适应性，支持优质资源向新质生
产力领域集聚。

政策支持效果逐步显现：一批处于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硬科技”企业
先后登陆A股市场；上市公司通过并购
重组转型升级、产业整合和寻找第二增
长曲线的积极性增强，收购未盈利科技
型资产、“A+H”等标志性案例落地；私
募股权创投基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规模占比持续提升……

2025年2月，证监会发布实施《关于
资本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施
意见》，结合落实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
合改革等部署要求，研究提出更有针对
性、可操作的政策举措。

机构认为，科技金融体系是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完善科技金融体
系，能够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
供全方位的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有效
促进科技企业的创新与发展，进而加速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壮大。 据新华社

金融活水润春耕 创新信贷备农时
——成都农商银行“春雨行动”护航春耕备耕

“凫兴贷”
轻资产“贷”动乡村重生的密码

在传统信贷模式下，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常因资产产权复杂、评估困难而难以满
足抵押要求，融资难题长期制约其发展。
针对这一痛点，成都农商银行创新推出全
市首个聚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银政
担”特色金融产品“凫兴贷”，由政府、银
行、担保公司按2:3:5比例共担风险，并
引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权质押担保
方式，最高可放大10倍信贷规模。

3月3日，首笔300万元贷款到账。
岷江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作为“凫兴
贷”首个受益主体，将利用该笔资金整合
闲置资源，升级现代农业项目，带动村民
就业增收。

“凫兴贷”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是
一套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温江区农
业农村局测算，全年计划投放的4000万

元贷款，户均年增收预计破万元。成都
农商银行还配套政策指导、技术培训等
服务，帮助村集体规避风险。“我们要让
金融像种子一样，在乡土里生根发芽。”
成都农商银行乡村振兴金融部相关负责
人强调。在四川10余个村镇，“凫兴贷”
的复制计划已悄然启动。

护航春耕
田间地头的“金融突击队”
万物生、备春耕。2025年初，成都

农商银行“乡村振兴标杆示范培育打造
专项行动 ”在全域成都展开。乡村振兴
金融部制定了工作方案，从涉农信贷投
放、支农产品宣传推广、政策支持等方面
下功夫，组织分支机构启动为期3个月
的支持春耕备耕专项活动——“春雨行
动”。“我们要做乡村振兴的主力银行，让
每一分钱都流向田间最需要的地方。”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邛崃市高埂街道，成都农商银行的
“振兴贷”绿色通道一周内就为成都四泓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洪高送来100

万元贷款。他说：“买了新农机和优质种
子，今年收成有底气了！”在金堂，该行的

“三农服务队”走访400余农户，发放贷款
3.02亿元，支持300余户升级种植技术。
水果种植大户张祖国称赞道：“从申请到
放款只用三天，比春雨还及时！”

不仅如此，成都农商银行还结合各
区域特色推出“柑橘贷”“川芎贷”等特色
贷款产品。截至2月末，成都农商银行
涉农贷款余额超 1034 亿元，覆盖超
6700户新型农业主体，为农业生产提供
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金融+文旅”
花田中的乡村振兴经济学
在崇州重庆路沿线，金黄的油菜花

海随风摇曳，这里成为了成都农商银行
“金融+文旅”融合的试验田。在白头镇
五星村，通过金融支持打造的国风艺术
装置与春日集市，吸引游客超万人次，周
边民宿入住率飙升80%；在道明镇竹艺
村，非遗竹编与电商培训相结合，古老手
艺在金融助力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在隆

兴镇“天府酒村”，定制道旗与酿酒工坊
的蒸汽相互交织，酒企销售额同比增长
45%。崇州支行负责人介绍：“我们通过
实施‘一镇一策’，精准地将金融活水灌
溉到文旅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了金
融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

不止于此，新津支行借力“梨花节”，
为新津文旅核心区提供专项信贷支持，
向梨花溪周边餐饮商户发放“振兴贷”超
500万元，为农家乐提档升级、果树种植
农户提供“乡贤贷”“农信易贷”等产品，
惠及农户200余户。天府新区支行联合
农业农村部门，围绕“春耕备耕”等节点，
推出“金融+农业+文旅”系列活动，如在
沿溪村发起“认养一只跑山鸡”公益项
目，免费发放鸡苗5000只；在桃源村打
造龙泉山环线踏春文旅线路，带动农旅
消费增长20%。

此外，成都农商银行还计划强化与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及科研机构的合作，
探索“银行+保险”“金融+科研”“商业+
政策”等跨界联动模式。全年计划联合
基层村社开展重点助农活动不少于4
场，涵盖非遗保护、特色文旅、普惠金融
等多个领域，持续扩大“乡村振兴金融品
牌”的影响力。

从破解融资难题的“凫兴贷”，到护
航春耕的绿色通道，从点亮“赏花经济”
的文旅融合，到服务乡村的全域布局，成
都农商银行以金融为笔，绘就了一幅充
满希望的乡村振兴长卷。正如岷江村电
商仓库里那句标语——“土地不会辜负
汗水”，金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正让每
一寸沃土都焕发生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冉志敏

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公
开发布。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因地
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支持发
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等应用场
景。除此之外，还提出了“农村产业
融合”、“城乡融合发展”等不同维度
的“融合”。作为服务“三农”的金融
主力军，成都农商银行积极响应国家
战略部署，以“春雨行动”为抓手，聚
焦春耕备耕关键节点，通过创新信贷
产品、下沉服务网络、深化产融结合，
将政策要求转化为惠农实效，为乡村
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