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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夹江县人民政府批准，我中心将在夹江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大厅公开挂牌出让下列5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及规划建设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非夹江县本地的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竞买成功后，必须在本辖区范围内申请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进行土地受让和开发建设。可以
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

三、本次挂牌采用有底价方式，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公告时间：2022年8月10日至2022年8月29日。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8月30日9:00起至2022年9月8日15:00止。挂牌报名申请时间：2022年8月30日9:00起至2022年9月6日16:00止，挂牌会时间：2022年9月8日15：

00时。凡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报名申请截止前，到夹江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咨询、获取挂牌文件，并于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凭竞买保证金缴款凭据（以到账为准）及挂牌文件规定的相关资料办理报名手续，取得竞买资格。本次报名不
接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口头竞买申请。

五、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相关信息查询可登录以下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网（http://lsggzy.com.cn/）、夹江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jiajiang.gov.cn/）。
联系人：夏老师 邬老师 咨询电话：0833-5652878 0833-5653830

夹江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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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夹公资告[2022]5号

序号

1

2

3

4

5

地块编号

1104-2021-C-4

1104-2022-C-3

1104-2022-C-4

1104-2022-C-5

1104-2022-C-6

地块位置

夹江县新场镇东风村第3村民小组

夹江县新场镇红旗社区第8村民小组、东风村第3村民小组

夹江县新场镇东风村第3村民小组

夹江县木城镇泉水村第5、6、11村民小组

夹江县木城镇泉水村第5、6、11村民小组

土地面积

18229.91㎡（合27.3451亩）

63860.45㎡（合95.79亩）

58502.22㎡（合87.75亩）

17959.75㎡（合26.94亩）

10068.03㎡（合15.10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规划条件

容积率

≥1.0且＜2.0

≥1.0
≥1.0
≥0.5
≥0.5

建筑密度

≥40％
≥40％
≥40％
≥40％
≥40％

绿地率

≤20%
≤20%
≤20%

≥5%且≤20%
≥5%且≤20%

建筑高度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50米

竞买
保证金(万元)

144

566

519

95

53

挂牌
起始价(万元)

479

2830

2593

472

265

备注

必须用于工业生产类项目建设

必须用于工业生产类项目建设

必须用于工业生产类项目建设

必须用于工业生产类项目建设

必须用于工业生产类项目建设

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于2022年8月9日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成交结果如下：

以上成交结果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违规、违纪现象，请于2022年8月19日前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833）2442219 2278385
举报地址：中共乐山市纪委监委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

乐山市自然资源局 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2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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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交 公 示
乐市自然资公〔2022〕16号

序号

2022
-拍-17号

2022
-拍-18号

地块位置

乐山高新区总部经济区天合路以东、太安路以西、
茶山路以北区域[GXQ(E)-01-a1号]

乐山高新区总部经济区规划道路以东、龙安路以西、
观音堂路以南、回龙路以北区域[GXQ(B)-12-c号]

土地面积(㎡)

69130.92
(合103.70亩)

5032.90
(合7.55亩)

宗地用途及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70年、商
服用地40年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50年

起叫价(万元)

20860

730

成交价(万元)

20860

730

楼面地价（元/㎡）

1371.57

—

竞得人

乐山邦泰置业有限公司

乐山高新创新科技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记者 祝贺

犍为农商银行积极探索农贷新路径

深耕深耕““三农三农””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动动““贷贷””

▶▶▶
近年来，犍为农商银行围绕“强基固本、开拓

创新、提质增效”总体思路，按照省联社党委

“1234567”治行兴社基本方略，始终坚持“服务三

农、服务小微、服务地方经济”市场定位，自2018年

7月作为全市普惠基础金融工作试点行社起，将普

惠金融服务作为调整信贷结构、巩固发展根本的

重要战略工程，持之以恒抓好小额农贷，实现小额

农贷余额从不足亿元到突破10亿元。

保持战略定力
把准普惠金融“风向标”

近年来，犍为县以“输血”促
“造血”，增强农民群众内生动力，
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时结合实际，持续推进金融小
额信贷工作。对此，犍为农商银
行把准普惠金融“风向标”，因地
制宜、多维施策，积极探索农贷新
路径，助力乡村振兴。

加强领导，完善组织保障。
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人行以及该
行人员等组成的“犍为县普惠基
础金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下设普惠基础金融服务工作办公
室在该行，具体推动全县普惠基
础金融服务工作的实施。

政银携手，提供制度保障。
通过与县委组织部联合发文，以

“党建+金融”为载体，开展农商行
基层党组织与农村基层党组织

“双基共建”和“农信村官”活动，
实现“党建共抓、党员共管、活动
共办、难题共解”，使农信党建与
农村党建深度融合，为普惠基础
金融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政策支
撑。

完善机制
明确支农支小“责任田”

一直以来，犍为农商银行坚
持全方位支持“三农”发展的战略
方向和战略定力，不断完善相关
机制，明确支农支小“责任田”，全
面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建
设。

加强组织动员。通过召开普
惠金融工作动员大会，将普惠金
融服务的工作要求、工作目标、工
作措施等传达至每一位员工，统
一员工思想，牢固树立“三个需
要”意识。

优化信贷制度体系。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贷款管理的通
知》，加强信贷制度建设，严禁新
增“垒大户”贷款，严禁新增异地
贷款，除按揭贷款、公司业务中心
的公司贷款外，各机构不得新增
非本辖区客户的贷款，下沉服务
重心，深耕本地市场。

制定尽职免责机制。印发
《涉农信贷业务尽职免责管理办
法》《小微信贷业务尽职免责管理
办法》，对勤勉尽职地履行职责的
业务部门和相关信贷人员，在信
贷出现风险时，本着“尽职合规，

可予免责”的原则免除责任，落实
“敢贷、愿贷、能贷、会贷”机制。
同时，加强考核体系建设。明确
普惠发展目标，细分机构任务，对
普惠小微、普惠涉农等专项指标
进行考核，激发相关机构内生动
力，推进小额农贷业务发展。

深入推广
奏响乡村振兴“协奏曲”

犍为农商银行作为农村金融
主力银行，咬定“乡村”不放松，立
足“三农”助振兴，聚焦“产业兴
旺”，把普惠金融做深做实，落地
见效。

以“农村家庭能人”为契机，
开展“整村授信”。结合县委组织
部开展“农村家庭能人”培育计划
的实施，在村上开展“普惠金融进
村组活动”，普及防范电信诈骗、
反洗钱、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信
息安全等金融知识，宣传小额农
贷、“农担贷”等产品，采取整村推
进的方式收集整理164个行政村
的农户基本信息，完成10.3 万户
农户的评级授信，授信率达98%，
授信金额42亿元。

以农综站为依托，发展金融
联络员。与县政府签订“党建+政

务+金融”综合服务战略合作协
议，多渠道加大对乡村振兴的金
融支持，发展金融联络员，通过金
融联络员办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一卡通”的查询、取现和转
账业务，开展政务代办和水电气
生活服务，收集农户信息、建立农
户档案，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带去金融政策。截至今年6月末，
通过农综站累计采集农户经济信
息档案9067户，新增小额农贷授
信4684户，完成1472户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评级授信，授信面达
100%，信贷投放 1317 户、余额
3.18亿元。

以小额农贷为桥梁，支持特
色产业。以“蜀信 e·小额农贷”
为通道，推出“茉莉兴乡贷”，实行
优惠利率，积极支持犍为县茉莉
花茶产业发展，截至6月末，为茉
莉茶产业种植户616户，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76 户提供信贷支持
5878万元。通过小额农贷产品，
累计向1753户犍为茉莉茶、犍为
姜、柑橘等10+3现代农业产业主
体发放贷款1.39亿元。

以“走千访万”为抓手，提升
用信覆盖面。印发系列专项工作
方案，持续加大对农户的走访，利
用CRM系统采集和完善农户经

济信息档案，累计建档2.1万户，
建档面20%；积极推广小额农贷
产品，特别是“蜀信 e·小额农
贷”，截至 6 月末，小额农贷（线
上+线下）产品用信15075户、贷
款余额10.56亿元；其中“蜀信 e·
小额农贷”用信4684户、贷款余
额5.8亿元。

优化体系
架好服务三农“直通桥”

优化网点布局。紧跟乡镇行
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
半篇”文章，按照省联社相关要
求，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建制镇机
构实行扁平化管理，将原有的9个
直管机构调整为16个。

进一步加大合并后镇政府
所在地网点建设力度，从人员配
备、科技投入、网点建设等方面
加大投入，加速推进网点智能化
建设，进一步提升网点服务效
率、增强客户服务体验。提高人
员素养，将具有涉农专业知识和
熟悉信贷政策的员工充实到农
村信贷队伍中，将 19 名优秀人
才配备到基层网点负责人队伍
中，平均年龄34岁，本科学历及
以上占比100%。

风险防范
抓好高质量发展“关键点”

抓实贷前调查。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个人贷款贷前调查的通
知》《关于规范“蜀信 e·小额农贷”
贷前调查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
实地调查制度，规范经济档案采
集，客户经理和审查人对客户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发挥三道防线。个人业务部
门按季对“蜀信e·小额农贷”客户
采集信息进行抽查，重点抽查采
集信息前后是否一致，是否上传
相关验证资料，并对抽查结果进
行提醒通知。审计部门加强日常
审计和专项审计，对经济档案采
集不规范的机构进行通报，并按
相关程序进行问责处理。

加强贷后管理。按月更新小
额农贷逾期台账，落实网点负责
人和客户经理主动催收，特别是
关注类小额农贷控制，确保小额
农贷业务高质量发展。

据悉，下一步，犍为农商银行
将在省联社及办事处党委的领导
下，紧紧围绕县域社会经济发展，
坚守市场定位，持之以恒抓好小
额农贷，助力乡村振兴。

当前，我国信用评级行业正在经历一次改革，
从发行人付费模式逐步向投资人付费、多机构交
叉评级等方式转变。这次改革不仅关系到信用评
级行业自身未来，更直接关系到我国债券市场的
未来。

信用评级，被称为债券市场的“看门人”，是债
券市场的核心要素之一，事关债券到期时本金和
利息足额偿付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我国信用评级主要采用发行人付费
模式，使得信用评级机构与债券发行人之间形成
了利益捆绑，直接影响债券风险定价，造成评级虚
高等问题，影响债市的进一步发展。

2021年8月，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印发通知
明确提出，鼓励发行人选择两家及以上信用评级机
构开展评级业务，“鼓励信用评级机构开展主动评
级、投资者付费评级并披露评级结果，发挥双评级、
多评级以及不同模式评级的交叉验证作用。”

“对外披露评级结果发挥了不同评级模式交叉
检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评级行业级别‘虚
高’情况，也为金融机构投资决策提供有益参考。”中
债资信评级部门负责人李欣介绍，自五部委通知发
布以来，中债资信主动向市场公布约800家发债主体
级别和报告，约占银行间市场发债企业的三成。

据统计，评级机构在2021年下调了146家企业
主体级别、76家企业展望；2021年级别和展望上调
涉及的企业家数由此前的301家减少至65家。

评级调整及时性有所提高，评级波动性有所降
低。在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系主任吴育辉看
来，这“一升一降”反映了过去一年来信用评级质
量发生的积极变化。“整个行业评级水平的中枢有
所下移，不同级别的分布更加合理。”吴育辉说。

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投资人付
费模式表示认可。华夏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王大为表示，从目前的实践状况看，投资人付费
模式可有效避免评级机构与评级对象在利益上
的捆绑，立场更加客观、公正。这种模式为投资
人进行风险管理提供多样选择，在债券估值定价
等机制安排中也可以参考投资者付费评级结果。

目前，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且债市
国际吸引力也在不断提高。人民银行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 5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总规模达139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境外机构投资我国债券规
模为3.74万亿元人民币。

“我们需要积极培育公信力较强、评级区分度
较高、风险揭示较为有效、市场认可度较好的本土
评级机构。”吴育辉说，促进信用评级行业的健康
发展，不仅有利于提升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
现实能力，也是提升我国债券市场在风险定价和
标准制定方面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动权，维护国家
金融安全的重要内容。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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