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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王熙

绿色发展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

面面，金融机构要因势利导，在不断

做大业务规模的同时，加快提升发

展质量

加快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打

造更加适合市场需要的绿色金融产

品，才能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绿色

发展倾斜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融资是不

少地方和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

有的是背靠绿水青山，欠缺启

动资金。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

治县全境多山且海拔较高，风力能源

丰富。一家企业早就看准了开发机

会，若不是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

具，商业银行加快完善申报手续，项

目恐怕会因资金不足而停滞不前。

有的是想转型升级，缺少续航

能力。重庆市一家印染服装公司主

动提升环保工艺，若不是当地银行

打通碳排放权价值评估及抵押实现

路径，企业恐怕就陷入了流动资金

不足的困境。

其实，许多具有生态效益和可

持续发展潜力的绿色项目，在找到

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之前，都需要

外来的资金帮扶一把，而这正是绿

色金融的作用所在。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

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

利用的经济活动所提供的金融服

务。发展绿色产业，往往要投入大

量资金，回报周期也长，需要增强

金融机构的投融资支持。比如，仅

碳减排一项，预计 2030 年前，我国

每年需投入 2.2 万亿元；2030 年至

2060年，每年需投入3.9万亿元。实

现这些投入，仅靠政府资金远远不

够，还必须以市场化手段引导激励

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从这个意义上

讲，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更丰富的绿

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是加快形成绿

色经济新动能、实现“双碳”目标的

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金

融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已

形成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

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

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截至今年三

季度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28.58万

亿元，居全球首位；境内绿色债券市

场余额 1.98 万亿元，居全球第二。

绿色发展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金融机构要因势利导，在不断做

大业务规模的同时，加快提升发展

质量，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职能

之一，是有效配置资源。发展绿色

金融，要在科学精准上下功夫。首

先，要加快创新多元化融资途径，更

好满足经营主体多样化需求。应结

合实际，积极探索排污权、碳排放权、

用能权等绿色权益抵质押贷款业务，

让更多绿色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事实上，一笔绿色贷款，往往能

够帮助相关企业解燃眉之急，发挥出

“带活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撬

动作用。对具有长远效益的绿色项

目，要加快构建科学的评价体制和

信用体系予以有效识别。随着绿色

经济发展不断提速，加快提升服务

能力和水平，打造更加适合市场需

要的绿色金融产品，才能引导更多

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倾斜。

也要看到，实现绿色发展是一

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

绿色金融项目需要更多考量生态

效益，这会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

因此，发展绿色金融，既要保持历

史耐心，也要有效控制风

险。应当明确一点，

不能通过绿色金融赚大钱、快钱。

此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把

握好金融支持力度，不盲目贪大求

快，而应努力为绿色产业提供更多

长期、低成本、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绿

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强化财政支

持、税收政策支持、金融支持、价格

政策支持。”绿色金融是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可预期

的未来，我国将形成一个规模巨大

的绿色市场，需要海量的资金投入，

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在这一新赛

道上，勇于创新、脚踏实地、久久为

功，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绿色

金融发展质量，就能让金融活水源

源不断地滋养绿水青山，为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提供更有力支撑。

来源：《人民日报》

（2023 年 11 月 27 日

第05版）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②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反映福建

宁德坚持35年践行“四下基层”促发

展见实效的有关材料上作出重要批

示。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出通知，要求把学习推广“四下基

层”作为第二批主题教育重要抓手。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

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

场办公下基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

建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

工作方法、工作制度。35年来，“四下

基层”所蕴含的精神要求以及贯穿

其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

方法历久弥新，不断被各地学习推

广、深化运用，成为走好新时代党

的群众路线的宝贵经验。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

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第二批主题教育在群

众身边开展，越到基层越要突出一

个“实”字。“四下基层”下的是基层，

抵达的是民心，夯实的是根基，其核

心要求与主题教育重点措施高度吻

合，将“四下基层”衔接联动到主题

教育中，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推动高

质量发展、转变干部作风等有很强

的推动作用。

下基层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态

度，不高高在上、不脱离实际，而是

下沉和深入一线，向人民学习、向基

层取经，实实在在查找那些“停留在

笔头、搁置在案头”“表现在基层、根

子在上面”的问题。第二批主题教

育在基层开展，群众诉求多、改革发

展面临的具体问题多，党员、干部只

有真正俯下身子、迈出步子，到群众

中，到田间地头，才能发现问题、找

到答案，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主

题教育带来的新作为、新变化。

“四下基层”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就是为民服务解难题。比如“宣

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就

要以“村头板凳会”“围炉夜话”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党的理论政

策“飞入寻常百姓家”；“信访接待下

基层”，就要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

访，着力把矛盾化解在源头。开展

主题教育，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推动发

展、为民造福上。只有着力解决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

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主题

教育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四下基层”既是在实践中学，

又是在实践中干。下基层的过程中

能发现很多问题，如果与主题教育

中学习领悟到的思想方法、工作方

法结合得当，就能学以致用、以学促

干，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下基层

时强化问题导向，紧扣当前形势和

工作任务，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

招，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精准、

务实举措推动工作，真正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主题教育

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工作方

法，推广落实工作制度，切实把这个

重要抓手用好，把第二批主题教育

抓实抓好抓出成效，夯实党的执政

根基，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11

月21日 第 19 版）

吴储岐

用好“四下基层”这个重要抓手

以金融活水持续滋养绿水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