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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加强政策扶持、提升治理能力，让金

融服务以可负担的成本抵达更多“长尾

客户”，正是普惠金融的鲜明特色和重要

作用

更好践行金融为民理念，深化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稳妥探索成本可

负担、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递交材料3天拿到200万元贷款，

不仅速度快，利息也低。”今年，海南省借

助大数据、5G等技术手段，推动首笔活

牛抵押贷款落地，为解决养殖户融资难

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过去，由于天灾疫病等因素可能造

成畜禽死亡，银行普遍不接受生物活体

抵押。信用贷款额度受限，农户和合作

社很难获得发展所需资金。海南省推出

一款名为“慧畜贷”的普惠金融产品，解

决了养殖户缺少抵押物的难题。相关机

构给每一头牛安装耳标，由内置芯片记

录上传牛的轨迹定位、生命体征等数

据，既可以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也在

养殖户和银行间构建了一个信用

平台。

目前，这一模式已在海南全省铺开，

从事活畜育种、养殖的小微企业、农业合

作社等涉农经营主体都将从中受益。加

强政策扶持、提升治理能力，让金融服务

以可负担的成本抵达更多“长尾客户”，

正是普惠金融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高质量普惠

金融体系。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

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全国银行机构

网点覆盖 97.9%的乡镇，全国乡镇基本

实现保险服务全覆盖，多层次普惠金融

供给格局逐步确立。金融服务覆盖率、

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但普惠金融

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与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要求还

存在较大差距。持续发力、补齐短板，

加快构建高水平普惠金融体系，才能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普惠金融以服务群众为己任，小微

企业、涉农主体、个体工商户、老年人和

残疾人等群体是重点服务对象。进一步

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创新

思维，积极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把更多金

融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比

如，浙江省云和县把“云和雪梨”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权用于质押融资，

获得更多资金以深挖雪梨文化，延伸产

业链，增加附加值。小小雪梨，成为当地

群众的致富金果，年产值达 1.96 亿元。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

术，可以直击小微企业、就业创业等方面

的难点堵点，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

和成本，这也是值得大力探索的方向。

不过，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应

特别注意产品的适老性、安全性及无障

碍使用，避免形成新的“数字鸿沟”。

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服务的包容性，

但其服务群体量大面广，“撒胡椒面”解

决不了问题，也不可持续。推动金融机

构担当惠民利民的责任和使命，也必须

遵循金融规律。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化

原则，不断优化信用机制建设、贷后风险

管理以及数据共享、风险共担等，完善专

业化经营机制，促进形成敢贷、愿贷、能

贷、会贷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要坚持

法治化原则，加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

确普惠金融战略导向和监管职责，建立

健全普惠金融领域新业态、新产品的监

管体系和规则，既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金

融风险，又切实保护好金融消费者合法

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具有高

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

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

样化的金融需求”。普惠金融既是一项

经济活动，也蕴含了一种价值理念。新

征程上，更好践行金融为民理念，深化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稳妥探索

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发

展模式，就能不断提升普惠金融的

下沉深度、覆盖广度、服务力度，

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更好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来源：《人民日报》

（2023 年 11 月 28 日

第05版）

□宋芳秀

擦亮普惠金融的为民底色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③

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主观世界
□叶红云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主题教育要

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

新功’的总要求。”当前，第二批主题教

育正在扎实开展。广大党员干部要自

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重要

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

界、加强党性锻炼的一系列要求，不断

增进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主观世界体现为多方面、多层次、

多维度的精神世界，包括思维方式、理

想信念、知识能力、情感意志、道德观念

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养

性、提升思想境界的内容十分丰富。比

如，《礼记·大学》讲：“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

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这些思想理念对于我们

今天加强自身修养、提升思想境界仍具

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于共产党人来说，

改造主观世界、提升思想境界就必须加

强党性修养。

我们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历来重视党性修养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

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

的‘心学’”“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

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

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

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

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作

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重要内

容，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修

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仅包含着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

想，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品格、

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

求。主题教育强调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站位，做

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这一重

要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的强大思想武器。党员干部在学习中

要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深刻领会这一重

要思想蕴含的崇高信仰信念、真挚为民

情怀、高度历史自信、无畏担当精神，砥

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觉悟，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学懂弄通做实，切实用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

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舵。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力

量、人格力量，将其转化为坚定理想信

念的强大力量，真正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

忠实实践者。

决定一个人品质如何的是德行，决

定一名党员品质如何的是党性。党性

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

石，改造主观世界就要强党性，弘扬党

的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

党性修养，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新

征程上，党员干部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

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变成自己

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思想方法，不断

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转

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来源：《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05

日 第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