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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政银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现场。

近日，在农行南海大沥支行

营业厅，刘先生在大堂经理指引

下来到“智能柜台”进行商事主体

设立登记。刘先生通过远程呼叫

政务客服代表，根据指引填写表

格并提交材料，完成申请流程后，

立即在现场拿到了营业执照，整

个过程流畅迅速。“线上办理就能

打印营业执照，而且不用预约，真

的很方便！”刘先生感叹道。

据介绍，今年 2月，农行南

海大沥支行就与政府达成合作，

建立“南海区政银合作示范点”，

开辟政务服务专区，设立“智能

柜台”终端，在银行业务大厅内

形成一个微型的政务服务办事

大厅，让市民“只进一扇门”就能

轻松办理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

的业务，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实

事，“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

腿”。自南海区政府深化“放管

服”工作以来，该行一直与政府

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探索共建数

字化“政务民生+金融”政务服务

模式，不断提升金融与政务服务

效率，便利企业、民众就近办业

务，突出政银合作示范效应，提升

企业办理业务质效，进一步优化

南海区企业营商环境。

据悉，农行南海分行下阶段还

将推出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

服务，支持存款人对多币种资金进

行收付结算和集中统一管理，进一

步增强人民币账户与外币账户的

协同管理，便利企业和个人自主使

用和管理本外币资金。

夯实基础 提升质效 贴心服务

农行南海分行多措并举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近日，农行南海分行全程

品牌支持的第十届中国创新创
业（佛山赛区）大赛有了实际性
进展，佛山共有125家企业冲
出重围晋级复赛。大赛聚焦高
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
息技术三大产业。

近年来，佛山由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牢
牢抓住“创新”这一“牛鼻子”，
纷纷转型。农行南海分行坚持
以创新为导向，不断加大对科
创企业的信贷支持，助力企业
夯实发展基础，提升企业办理
业务质效，从创新企业孵化园
区建设、深化放管服金融服务、
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融资方
案等途径入手，不断优化企业
营商环境，为企业创新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农行南海分行深度介入村

改，扎根本土提供有力融资支

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及营商环

境优化，目前已投放工改贷

14.2亿元。

腾笼换鸟，面貌一新。里

水镇大冲工业园原来聚集了

一批以经营废旧回收、化工原

料、零件喷涂的小作坊，园区

内都是 90年代低矮的老旧厂

房，与周边社区环境格格不

入。农行南海分行主动介入

工业园改造工作，提供融资、

招商等一揽子金融服务，迅速

投放两笔贷款资金，合计超一

亿元，为园区建设高新企业孵

化器、加速器提供有力支撑，

助力打造以“新型生物医药+
高新技术制造”为主题的新型

产业社区。

科技赋能，金融引流。南海

狮山镇的平谦国际南海项目是

南海区政府重点引进的智慧产

业园项目，将打造人工智能化、

高品质、个性化的厂房，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专业服

务。农行南海分行积极为该产

业园的建设提供项目融资、账

户开立咨询等专业金融服务，

并成功投放多笔固定资产贷款

合计超 2亿元，助力打造当地

高端科技制造业集聚中心及一

流产业园，促进地区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

工业园改造如火如荼，另

一边，佛山国际陆港项目也在

加紧建设。农行南海分行积极

践行创新金融服务理念，与广

东省智慧陆港管理有限公司达

成合作意向，大力支持佛山物

流建设，拓宽货物进出通道。

项目运营后，预期每年将服务

超过2000家本地制造业，进出

口总额将达 100亿美金，积极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向全球

高端价值链迈进。

以村改为突破口，为企业经营搭建优越平台

今年6月，佛山一家主营机电

设备、泵类产品的制造与销售的小

微企业为扩大生产规模急需贷款，

但由于没有抵押物，企业主孙先生

担心难以顺利获批贷款。农行南

海分行对接后了解发现，该企业拥

有8项专利，同时是高新技术企

业，满足农行“专利e贷”的办理条

件。客户经理立即向企业负责人

孙先生介绍这款纯信用、无抵押、

线上审批、利率优惠的农行“专利e
贷”，并协助孙先生着手准备申请

材料。第二天一早，45万元“专利

e贷”便到账了，孙先生喜笑颜开。

农行南海分行因地制宜，根

据不同企业的特点推出“科技贷”

“专利e贷”“微捷贷”等特色融资

产品，并实行差异化信贷政策，给

予优惠利率，切实解决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截至目前

普惠贷款余额71.49亿元，小微

企业有贷户数5358户。该行深

入挖掘更多优质创新企业需求，

不断加大对优质项目的融资扶

持，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据透露，南海区营商环境的

持续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创

企业到此安家落户。农行南海分

行将始终密切关注科创企业的发

展需求，并根据企业特点个性化

匹配合适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为

企业量身定制专业、优质的金融

服务。 （江宛霖）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为企业量身定制融资方案

以“放管服”为抓手，
为企业提供省心金融服务

■政银合作示范点揭牌仪式。

(上接A01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持续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训教育宣讲全覆盖行动，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牧区、进

社区、进校园、进企业。

赤峰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斯钦表示，要通过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等一系列抓手，持续深

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思想认同。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具体在我们的援藏工作

中，就是要通过努力，持续改善

民生、凝聚人心。”江苏省南京市

第九批援藏工作组组长、西藏拉

萨市墨竹工卡县委常务副书记

施勇君说，“我们要把西藏当成

自己的故乡，把西藏人民当自己

的亲人，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

感，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建设

“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一切社区工作的主线，

正是我们团结社区各族群众的

‘不二法宝’。”第一时间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广西

南宁中华中路社区党委书记谢

华娟倍感振奋。

在中华中路社区里，少数民

族人口约占社区总人口的三分

之一，多民族共居共乐的画面处

处可见。“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

决急难愁盼的问题是做好社区

民族团结工作的根本。”谢华娟

说，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深入了

解各族群众所思所想，创新社区

活动方式，不断拉近各民族居民

的距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

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水族

居民韦秀桥从贵州省榕江县古

州镇高兴村，搬到位于榕江县卧

龙社区的新家。他说：“搬过来

的这几年，社区设有道德讲堂、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场所，给居

民及时充电、补钙，我们的精神

生活更丰富了。”

“总书记要求我们在思想观

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

代化迈进。我们会牢记总书记

的要求，构筑我们共有的精神家

园。”韦秀桥说。

2010年 8月至今，江苏省

海安市青年教师王拥军在云南

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宁海民族中

学支教达 11年，培养了大批优

秀学生，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深

厚情谊。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后，王拥军对自己的工作有

了更深的认识。“作为一名支教

老师，我不仅要帮助孩子们提高

学习成绩，更要做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使者，帮助他们牢固树立

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

历史观，把爱我中华的种子植根

在孩子们心灵深处。”王拥军说。

不断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新起点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8月28日，正在宁夏区委党

校参加培训的宁夏西吉县马建

乡党委书记马爱萍结束一天课

程后，立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

“自从去年脱贫后，马建乡正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上持续发力，夯实

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提升各族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马爱萍表示，我们将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

深化宣传教育，挖掘民族团结进

步的身边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入脑入心、化风成俗。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

之魂。

“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最深刻的体会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同心同德，更

需要文化认同。”青海省门源回

族自治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

孔庆菊说，要不断增强学生对中

华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增强青年

一代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

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坚持正确的中

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继续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久

久为功、持续发力。”新疆哈密市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新坚表

示，下一步，将创新方式方法，在

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教育，特别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民

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

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凝聚

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

精神伟力。

（新华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美国正在经历又一波新冠疫

情高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日均新

冠死亡人数达1100人，为3月中

旬以来新高。随着疫情恶化，美

国政客再度掀起疫情甩锅高潮，

在继续指责中国的同时，开始把

矛头指向拉美裔移民。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种族主

义和排外主义根深蒂固，历史上

曾屡屡出现遇到疫情就指责少数

族裔或外国人的情况。如今面对

新冠疫情，美国政客故伎重施，大

搞“医学种族主义”，通过怪罪外

国人和移民来转移矛盾、甩锅推

责。但这对抗疫毫无帮助，最终

只会作茧自缚，害人害己。

惯于污名化
就在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

株肆虐美国之际，一些共和党政

客不思抗疫，却把矛头指向外来

移民。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

桑蒂斯本月初在记者会上说：“无

论是什么毒株，它们都是从南部

边境传进来的。”得克萨斯州州长

格雷格·阿博特一面指责拜登政

府允许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人自

由进入美国，一面禁止本州各地

实行强制口罩令。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评论

说，部分共和党人又退回到恶毒

的旧把戏中，企图通过指责外来

移民转移美国民众注意力。

纵观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

疫情中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的

污名化频频发生，这些“背锅”群

体因此受到巨大伤害。

1832年，纽约暴发霍乱。起

初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都是贫困社

区，而这些地方往往爱尔兰移民

较为集中。不少纽约人于是将疫

情归咎于爱尔兰移民，称他们染

病是“咎由自取”。

19世纪后期，美国排华情绪

高涨，卫生官员和政客常常把中

国移民同疾病和肮脏联系起来。

1876年，旧金山暴发天花疫情，

该市卫生官员立即将其归咎于

“无视美国卫生法规的中国人”。

20世纪初，对新移民的歧视

在美国成为风潮。当美国东海岸

暴发脊髓灰质炎疫情时，居住条

件普遍较为恶劣的意大利移民中

很多人染病，于是被指责造成疾

病流行。

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出

现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在没有拿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

将来自海地的外来者列为高危人

群之一。

2014年西非发生埃博拉疫

情，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等西非

国家的人成为被歧视对象。一个

典型案例是，两名尼日利亚学生

只因来自疫情发生国就被大学拒

绝录取。

对这一段段黑暗历史，《华盛

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时代》

周刊等美国媒体都进行过揭露。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纳塔利

娅·莫利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责怪移民、实行“医学种族主义”

的做法在美国有很长历史。“随着

感染率上升，死亡率上升，找替罪

羊的行为就会增多。”

害人将害己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历史事

件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

的严重种族主义问题。种族歧视

积重难返，像病毒一样肆无忌惮

地传播，加重了疫情期间社会的

排外倾向和极端情绪。

美国圣克拉拉大学副教授谢

丽·王（音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指出，诽谤少数族裔——特别是

在危机来临时，这种做法在美国

历史久远，其根源是白人至上主

义以及对白人力量被削弱的恐

惧。有些美国白人经常鼓吹种族

谬论，将其他族裔描绘成比白人

低下、肮脏或危险的群体。

“医学种族主义”的结果往往

是误导公众去责怪少数族裔或外

国人，却忽视自身防疫措施，导致

疫情防控不力。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里弗赛德分校副教授金·伊·

迪翁专门研究过“疾病政治化”问

题。她指出，如果普通民众将一

种疾病看成是外国人才会有的，

他们就不会采取预防措施，自身

感染风险就会加大。

比如，此次疫情期间，曾有堪

萨斯州官员宣称其所在地区不需

要执行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因为

那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很安全。

如果说在历史上的一些疫情

中，对少数族裔和外国人污名化

还有部分原因是人类对传染病原

理缺乏科学认识，那么在医学发

达的今天，这种行为则完全是政

客们为了掩盖自身抗疫失败甩锅

推责，利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

主义偏见有意而为之。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齐默尔

曼认为，美国本可通过给更多人接

种疫苗、要求戴口罩等预防措施来

遏制新冠疫情，但在确诊和死亡人

数最多的一些州，政客们不是在努

力改进人们的防疫行为，而是对边

境以外的人指指点点。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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