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式：雅杰

2024年4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王尚锋 组版：刘花 校对：志鹏 宝安4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6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

[经 济]

全市各类市场主体：
2023年度年报公示工作已全面开展。据反映，近期有不法分子冒

充市场监管部门或原工商部门人员，利用提醒企业年报、列入/移出经
营异常名录等名义，向企业推送含有虚假企业公示系统链接的信息进
行电信诈骗，诱导商户登录钓鱼网站链接，将其银行账户内的资金转
走，导致部分市场主体遭受损失。为持续提升全市市场主体防诈意识，
做好年报防诈宣传与预防处置等工作，市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大家：

1.市场监管部门没有所谓的“统一企业执照信息管理系统”，
也没有所谓的执照信息“登记认证”事项。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网（陕西）址为 https://sn.gsxt.gov.cn/index.html，是我省唯
一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年报的官方网站。

2.市场监管部门不会用短信链接的方式要求企业进行电子
营业执照升级更新、未年报登录认证等操作，如需办理请到官方
平台申报填写，或到各政务大厅市场监管窗口办理。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的市场主体，在及时纠正了失信行为后，需要书面向
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并经现场核查后方可移出异常名录。

3.市场监管部门目前的登记注册与日常监管事项、年报公示、
移出异常名录均为免费服务，不向市场主体收取任何费用。

4. 任何通过电话、短信、微信、链接等方式，要求填写银行
卡、身份证、手机号码、验证码等涉及个人信息的敏感内容，以年
报名义向市场主体收取费用的行为都是诈骗行为!大家如收到类
似短信，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回复，不要点击链接，及时与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联系，切勿上当受骗。特别是要求填写银行卡、身
份证、手机号码、验证码等涉及个人敏感信息的，一律不予理睬。

凡告知个体工商户年报需缴纳费用者，均涉嫌诈骗，发现上述
或者类似行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有关年报公示详情可以向当
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

商洛市局 0914-2993058 商州区局 0914-2395753
洛南县局 0914-7380165 丹凤县局 0914-3326971
商南县局 0914-6323378 山阳县局 0914-8321312
镇安县局 0914-5326125 柞水县局 0914-4321548

商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4月18日

商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防范利用市场主体年报、列入

或 移 出 经 营 异 常 状 态 等 名 义 实 施 诈 骗 的 提 示
●洛南县石门镇留题村股份经济联

合社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丢失，开户
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南县
支行，账号为 26810101040023414，核
准号为 J8032000465403，声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小河口镇舒端富的
房产证丢失，证号为陕（2018）山阳县不
动产权第 0000985 号，房屋坐落于山阳
县城关街道和平小区院内 9 号楼 3 单元
301，面积为 166.84㎡，声明作废。

●山阳县看守所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
号为山国用（2002）字第0000670号，坐落
于山阳县城关街道卜吉河村东垣，声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城关镇侯培学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丢失，证号为陕

（2017）山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02329号，声明作废。

声 明

本报讯 （通讯员 杨 戈）日前，从市
商务局传来好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市电子商
务发展趋势持续向好，全市网络交易总额
17.81 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农产品网
络销售额 3.6亿元，同比增长 12.8%。

县域电子商务稳健增长。从网络交易
额、农产品网络销售额两项指标看，全市六县
一区较去年同期均保持正向增长。其中，商
南县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4.1 亿元、增长 9%，
农产品网络销售额 1.38亿元、增长 10.5%；商

州区网络交易额 3.04 亿元、增长 8%，农产品
网络销售额 4700万元、增长 5%；镇安县网络
交易额 2.72 亿元、增长 11%，农产品网络销
售额 4200万元、增长 5.6%。

“菌油果茶药”网销份额占比较大。“菌油
果茶药”系列农产品网络销售额排名靠前。
其中，以木耳、香菇为主的食用菌系列产品，
一季度网络销售 7002万元；食用油网络销售
3612.9 万元（其中核桃油 412.9 万元）；核桃、
板栗等坚果类产品网络销售 3149万元；茶叶

网络销售 2300 万元；菊粉等保健、药品原材
销售 2151万元。

电商助农销售效果突显。一季度，全市
商务系统围绕“菌果药畜茶酒鱼”特色产业和
优质农特产品持续创新网络销售场景，组织
开展了“2024 网络年货节”等网络促销活动，
推动我市农产品入驻天津消费帮扶平台，参
加南京都市圈网上年货节“数商兴农”新春专
场对接会，持续激活线上消费潜力。

市商务局将聚焦电商人才供需矛盾，强化

校企对接、产学研衔接，进一步发挥商洛直播
产业研究院人才培育池作用，组织开展带货主
播、电商企业座谈会，强化人才供需对接，着力
推动补齐人才缺口。围绕提升产业聚集效应，
开展产业调研活动，从种植、收购、加工、仓储、
销售、配送等环节全链条梳理电商企业供应链
各要素的最大公约数，督促行业协会发挥作
用，引导电商企业加强资源共享，推动共享仓
储集中发货等集约运行模式落地生效，减轻企
业运营成本，助力企业高速发展。

我市电子商务发展趋势持续向好

镇安县全域位于秦岭腹地，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秦巴
生物多样性功能区、南水北调重要水源涵养区。境内生态资源
富集，水力资源蕴藏量 32.6万千瓦，森林覆盖率 68.5%，有 4个
4A级景区、2个3A级景区，其中2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1个省
级旅游度假区。经测算，全县生态产品价值达581.04亿元，占
全市18.55%。近年来，镇安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发展路
径，聚焦破解生态产品“抵押难”问题，以企业、农户、村集体经
济组织融资需求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创新绿色金融服务产品，
在全省率先推出“生态贷”，促进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生态资
本转化，走出了一条金融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路。

打通运行脉络打通运行脉络
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镇安县建立绿色金融运行服务体系，架起了绿色金融支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理论创新到实践探索的桥梁。

完善生态资产评估体系。对辖区内所有农户、绿色企业的
生态资产进行全面核查，建立农户生态资产经济档案6.47万户、
绿色企业生态资产档案32家，逐项分类评估，进行金融赋值。对
林地、耕地等生态资源，根据林木种类、密度、产能等情况，以耕
地每亩1万—3万元、林地每亩1000—2000元的标准赋值。对
鱼塘、经济作物、农业产业等生态产业，根据日常管理、亩产效益、
运输条件、种植技能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以每亩1万—3万元
赋值。对从事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生态改良、节能减排等生态
保护人员，户均赋值5万—10万元。对经营绿色生态、可再生资
源等企业，列入绿色生态企业“白名单”，“一企一策”评估赋值。

建立生态价值转化平台。在县农商行组建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中心，开发“生态贷”绿色金融服务产品，出台《“生态贷”管
理办法》，采取最高额流动资金授信模式管理，坚持“随用随贷、
合约归还、周转使用、余额控制”的原则，提供单笔贷款最高5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期限为1—3年，重点支持绿色企业日常生产
经营融资。制定《企业生态金融包联服务管理办法》，明确县域
6家银行行长包抓 32家企业，组建金融服务队 9支 35人，为企
业提供上门融资服务。

织密绿色金融服务网络。发挥县级农商行基层网络全、金
融政策活、服务质量优的优势，采取“银行+”模式，搭建三级绿
色金融助推生态价值转化平台。在县一级，由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中心承担企业、农户的评级授信、贷款发放等工作。在镇（街
道），推行生态信贷金融顾问制度，聘请金融顾问30人，在县农
商行 28个基层营业网点设立“生态贷”专营柜组，提供绿色金
融服务。在村（社区），每村配备1名“生态贷”专员，依托126个
村级惠农金融服务站开办“生态贷”业务，试点建立“栗乡普惠
金融 e站”，有效延伸服务触角。

聚焦重点领域聚焦重点领域
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镇安县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生态+种植”“生态+加工”“生
态+品牌”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累计为绿色企业、农业产业大
户发放生态贷 3.56亿元。

“生态+种植”促进特色农业扩面增效。围绕壮大板栗、核
桃、中药材、畜牧养殖四大传统产业和茶叶、蚕桑、食用菌、魔芋
四大特色产业规模，为966户农业产业大户发放生态贷1.38亿
元，支持经济林建设和林下经济发展，建成60万亩板栗产业带、
30万亩核桃产业带、10万亩茶叶产业带，发展中药材10万亩、
魔芋 5万亩，养鸡 100万只、养猪 35万头。

“生态+加工”推动绿色产业延链提质。为 19家绿色企业
发放生态贷 1.99亿元，扶持合曼农业、海源油脂、瑞琪医药、盛
华茶叶、永田香菇、华兴魔芋等龙头企业，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条，建设仓储冷链保鲜库31座，成功研发万家食客
甘栗仁、大秦颐品核桃油、栗乡缘雾芽茶、山上老味香菇酱、魔
鑫王魔芋爽等一批绿色有机食品。

“生态+品牌”牵引生态产品溢价增值。为镇安秦绿食品等
公司发放生态贷190万元，支持做好农产品品牌和营销网络建
设，不断扩大特色生态产品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木耳、核桃
等8个产品入选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镇安板栗”成功申

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培育秦岭云电子商务交易中心、京东云
仓等电商企业，农副产品线上交易额3.8亿元，镇安县创建为国
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优化工作流程优化工作流程
有效降低成本防控风险有效降低成本防控风险

镇安县简化手续及审批流程，探索建立“财政+金融”风险
防控机制，降低金融运行风险，提高生产经营效益。

简化流程保障供给。对生态产品进行评估授信，建立农户
信用档案，一般农户最低授信额度为1000元、最高为30万元，
全县农户授信总额达到35.4亿元。依据农户生态资产情况，对
全县农户实施生态资产增信，提高客户系数10—15个百分点。
依据绿色企业客户的资产、负债、收入等要素，在同等标准下提
高客户性质系数5—10个百分点。同时，对绿色企业可以抵押
的生态资产，聘请第三方评估公司，免费为企业评估生态资产
价值。精简申请受理、调查、风评、审批等环节程序，采取协同
会签等形式，缩短授信、增信、放贷环节工作时限，审批时间从
原来的 15个工作日压缩至 7个工作日。

财政支持对冲风险。紧盯财政资金比银行揽储资金使
用成本低的特点，县财政出资 1200 万元存入农商行风险补
偿金专户，拉动银行贷款利率下调，减少企业农户的贷款利
息支出，从源头上防控风险。设立风险补偿“隐形基金池”，
把财政资金存储在银行产生的利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
给政府支付利息，一部分进行二次分配，由银行用来投资，赚
取的纯利润 20%归银行所有，80%作为风险补偿金。金融支
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判“生
态贷”潜在风险，逐一制定防控措施，早发现、早干预、早防范，
最大限度减少风险。

降利减费助企发展。协调金融机构按照不高于3.9%的利
率发放生态贷，鼓励各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商洛分行申请再
贷款再贴现工具，采取企业与担保公司合作等方式，平均下调
50BP—100BP 的贷款利率优惠。同时，由金融机构主动承担
资金评估费、他项权证登记费等费用，累计为企业减免各类费
用 30 多万元。

提升综合效益提升综合效益
加快富民强县步伐加快富民强县步伐

镇安县通过创新绿色金融服务产品，以生态贷联结，形成
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农户四方利益共同体，有效提高生态资
源利用率，推动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互促共赢。

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在绿色金融服务产品扶持下，“生态+”
多元融合业态蓬勃发展，企业、群众从发展生态产业中获得了
更多的“真金白银”。2023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4.6%，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6.1%、8.7%。

生态效益持续巩固。2023年，全县 PM2.5平均浓度值同比
下降7.4%，空气优良天数达347天，荣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投资 1.31亿元，完成碧水保卫战项目 7个，旬河、唐家河、乾佑
河3条主要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标准要求，饮用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社会效益有效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
心，齐抓共管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持续增
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绿色循环发展格局加速形成，促进了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镇安县创新绿色金融服务产品是商洛市探索推行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示范带动了全市各县
区绿色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和应用。截至 2023 年底，全市累
计开发“茶农贷”“木耳贷”“两山贷”等金融服务产品 10 个，
发放信贷资金 15.6 亿元，有力推动了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协同发展，使绿水
青山的“好颜值”源源
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好价值”。

（市委政策研究室
供稿）

引金融活水 润“两山”转化
——镇安县创新绿色金融服务产品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4月9日，丹凤县土门镇七星沟村“乡音党课”在四组冬枣大棚开讲。来自县农技中心的技术员赵亚洲先给党员、群众讲解
剪枝原理，再进行剪枝修枝示范，并系统讲解了追肥方法与注意事项，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群众对冬枣科管技术有
了新的认识，也为持续稳定发展冬枣产业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通讯员 王振锋 摄）

本报讯 （通 讯 员 徐
武）近年来，柞水县营盘镇朱

家湾村依托生态优势和区位优
势，围绕生态经济“双向增值”
目标，聚焦文旅产业发展，积极
探索生态价值实现，盘活土地
资源，拓展农业业态，探索创新
模式，带领群众走向致富路。
村上先后建成了以阳坡院子、
花锦园为代表的康养民宿集
群，业态涵盖旅游观光、康养
度假、拓展体验等多个产业，
村集体经济年纯收入 67 万元，
累计向群众分红 18.5 万元，全
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31495 元，
直接带动 500 多个就业岗位，
成为柞水县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的典型。

盘活土地资源，释放文旅产
业新动能。朱家湾村坚持“原生
态保护、原始性开发、原特色利
用”理念，在群众的房子和宅基
地上做文章。通过宅基地入市、
自愿有偿退出、跨区保障安置的
方式，盘活群众闲置房屋和宅基
地，现在房屋租金从3万元到10
万 元 不 等 ，土 地 租 金 每 亩 达
1500元，先后改造了花锦园、阳
坡院子等康养民宿集群，建成了
峡谷运动乐园、世纪未来岛等拓
展体验项目，实现了乡村田野与
文旅业态的共融交会。

依托项目投资，唤醒安置就
业新引擎。依托辖区内企业、酒
店、宾馆、农家乐多的优势，先后
有西部集团、陕西惠达、陕西疆
域等20多家大中小企业来村投
资兴业，每年定向开发保安、保
洁、厨师、教练等就业岗位 500
多个，优先安置村内群众就近就
地就业，工资收入每人每年4万
多元，已成为朱家湾吸纳本地劳
动力安置就业的重要平台。现
在，村内外出务工人数越来越
少，让乡里乡亲实现了有家的地方有工作的梦想。

景区辐射带动，激发自主创业新活力。村上依托村
内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终南山寨等高A级景区，
辐射带动农民创业活力，更好助力乡村振兴。通过支委
带头跑资金、党员带头办农家乐、致富能手带头传技术
的方式，带领群众发展农家乐、小商超，全村 80%的群
众都镶嵌在了旅游产业的链条上，形成了集生态观光、
田园采摘、拓展体验、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庭院经济”链，
成为激发创业致富、共享文旅产业红利的生动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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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马宏涛）今年以来，洛南县景村镇在
确保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合理高效利用现有土地资
源，发展烤烟经济作物。当前，该镇抢抓时令，积极开展育苗
管护，做好烤烟生产整地工作，为烤烟移栽打下基础。

4月17日，走进景村镇御史村，笔者看到，村民正在地里
忙碌，铺撒烟肥、开沟起垄、覆土盖膜，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
景象。御史村烤烟种植大户张立抢抓当前时节，每天组织工
人对流转的土地进行整理。“我从事烤烟种植7年了，从开始
的10亩发展到现在的82亩。种烤烟是订单式的，只要种得
好，烟叶站就全部收购。烟苗育好后，技术员会通知我们去
领苗，所以我要及时起垄、铺好膜。”张立说。

在景村镇御史村富农烟叶合作社烤烟育苗基地，技
术员樊健文正组织村民管护烤烟苗。“剪叶的作用是控大
促小，可以达到苗齐、苗壮、苗全的效果。我们还注重消
毒，经过专业化育苗和管护，让这些烤烟苗可用率达到
90%以上，不断减轻农户的资金和人力投入。”樊健文说。

“一批苗”关乎着“一季烟”，经过这段时间的管护，富
农烟叶合作社烤烟育苗基地的 3.8万盘烟苗，可供 4月下
旬在 5000多亩烤烟大田移栽，预计收获烟叶 75万公斤。

开春以来，景村镇扎实做好春耕备耕物资储备，紧扣
蔬菜首位产业，烤烟、核桃、中药材为主导产业的“1+3”
特色农业产业，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户
提供马铃薯、冬小麦、大豆玉米套种等农作物的技术指导
和田间管理服务，高效抓实农业生产，为产业发展壮大

“保驾护航”。

景村镇育好“黄金叶”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