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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李君平 2 月 21日上午，我市召开
2022 年度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截至 2022 年末，茂名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
3968.40亿元，增长 7.78%；各项存款余额 3604.71亿元，
增长 8.16%；各项贷款余额 2412.26 亿元，增长 13.45%。
保险原保费收入97.95亿元，同比增长1.93%。其中，财
产保险保费收入 44.65 亿元，在粤东西北地区排第一。
在茂名银保监分局的指导下，我市银行业和保险业各
项指标稳中向好，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金融活水”浇灌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去年以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市发挥银行业
保险业的支持保障作用，持续加强金融服务。通过加
大重大项目融资支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扩大绿色
金融供给、提升普惠金融质效、发挥责任险保障功能等
一揽子政策，我市千方百计稳住市场主体，促进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

其中，茂名银保监分局建立重大项目融资情况、制
造业贷款跟踪台账，强化金融支持。截至2022年末，茂
名辖区银行机构已批复贷款的重大项目 52个，获批金
额约 507.15 亿元，已发放贷款项目 39 个，发放贷款

114.86亿元。
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得到有效金融支持，薄弱环节

也获得“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 2022年末，我市住
宿和餐饮业贷款余额 25.05 亿元，同比增长 12.18%；批
发和零售业贷款余额301.68亿元，同比增长10.95%；对
2736 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涉
及贷款金额约56.09亿元。

“金融创新”支持特色产业振兴

当前，我市着力推动“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特色
产业全链发展。记者了解到，茂名银保监分局先后出
台《关于金融支持“五棵树，一条鱼”特色农业产业的指
导意见》《茂名市关于推进畜禽活体抵押贷款的指导意
见》，指导制作“五棵树，一条鱼”金融产品电子宣传册，
撬动融资25.08亿元、保险签单量7092单。

不仅如此，茂名银保监分局有序推进岭南水果保
险防灾防损创新试点，指导落地全国首单荔枝古树种
质资源救护保险、全国首创荔枝疫情延误险、全省首款
农业生产托管全流程一揽子保险、全省首个2022年“大
商所农保计划”、全市首单水稻收入保险、全市首单水
产养殖天气指数保险等多项农险创新产品或服务，推

动农险保障由保成本到保收入持续转变，为茂名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截至 2022年末，农业保险
为茂名农业生产提供将近 188.18 亿元风险保障，保费
规模保持全省第二，累计赔付约7.42亿元。

“金融屏障”守护社会民生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的同时，我市金融机
构用实际行动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面对新市民需
求，我市不断优化金融服务，累计为 19.48 万人次提供
约 584.46亿元建筑工程意外风险保障。在聚焦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方面，茂名银保监分局实现机构与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全覆盖对接，并大力开展消费者
权益保护系列宣传，帮助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重点关注群众生命健康，健全
风险保障。茂名银保监分局指导保险机构持续做好普
惠型补充医疗保险“市民保”承保工作，累计为全市超
170 万参保市民提供了社会医疗保险之外的商业保险
补充保障，整体医保范围内医疗费用减负率71.75%；向
3.2 万名妇联执委、702 名巾帼家政人员等赠送保险服
务，风险保障金额合计超过70亿元。

茂名银行业保险业2022年度交出亮眼“成绩单”

厚植金融沃土 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茂名晚报讯 记者李君平 通
讯员黄林明 邱秋梅“突突突
……”2 月 21 日下午，随着“油城
墟”环湖观光火车的试运行，坐在
火车上的茂南电白两地人大机关
干部开启“沉浸式”交流模式，热
烈分享乡村振兴、社会基层治理
工作，拓宽工作思路，促进相关工
作上新台阶。

当天，在茂南区人大常委会
主要领导的带领下，48名电白区
人大机关交流学习团参观了金塘
镇上垌村史馆，随后从上垌村站
乘坐观光火车至谭屋村站。交流
学习团沿途欣赏碧绿湖水、青郁
树木、乡村新貌的同时，听取了

“油城墟”的建设情况，以及了解
茂南区人大代表如何利用“双助”
工作站助推相关工作。下车后，
交流学习团察看了“油城墟”步行
街和簸箕巷。

据介绍，“油城墟”是我市“百
墟千村振兴计划”重点建设的 5
个样板墟之一，依托国家级矿山
生态修复典范露天矿生态公园，
将周边镇域中心和村庄串珠成

链，统筹资源打造岭南特色精品
村、乡村振兴新样板，对生态修
复、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参考借鉴
意义。其中，环湖观光火车作为
该墟拉动产业和串连各村的“亮
点动作”，将穿越六条行政村、七
个站点，沿途展示乡村振兴的丰
硕建设成果。

此外，交流学习团到公馆镇
京塘坡村人大代表“双助”工作站
听取茂南区“双助”工作站总体工
作情况。据了解，该工作站是全
市首个人大代表“双助”工作站，
其通过茂南辖区的市、区、镇三级
人大代表发力推动，整合社会资
源，推动村中乡村振兴、基层社会
治理相关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是
茂南区“双助”工作站的典范。

两区人大交流学习团表示，
当天收获满满，希望接下来两区
人大进一步加深交流合作，互相
学习，促进双方共同进步、共同发
展。电白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谢金坚说，将把茂南区

“双助”工作站的好经验好做法带
回电白推广，积极开展人大工作。

茂名晚报讯 通讯员苏绮丽 近年来，高州市东
岸镇党委、政府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度挖
掘区域特色资源潜力，不断因地制宜引进产业项目，
以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为抓手，有效推动全镇
扶贫产业发展。连日来，位于该镇良德水库边旺村
坡村的广东高州市盛放种养专业合作社良德有机红
薯种植基地，试种的首批 50 亩红薯喜获丰收，田间
地头采收正忙。

走进该基地，绿油油的红薯秧子一眼望不到边，
挖薯机在田埂间来回穿梭，村民们忙着给刚出土的
红薯去泥、分拣、装袋，一袋袋红薯整整齐齐码在田
间地垄，等待装车运输。据介绍，良德红薯种植于良
德水库灌溉区肥沃的冲积平原，浇的是水库流出来
的水，水质干净清亮，这种天然的优质生长环境为良
德红薯的品质提供了保障。为优化品质，驻镇帮镇
扶村工作队还特邀省农科院和茂名市农业科技推广
中心来为基地指导传授提供高效栽培技术、田间病

虫害的识别和防治技术，使得良德红薯表皮光滑，颜
色鲜艳，营养丰富，甜香可口，是难得的薯中珍品。

据红薯种植基地负责人李国茂介绍，该基地此
轮总共种了 50 亩红薯，每亩收获超 4000 斤，预计纯
盈利可达每亩9000到10000元。该基地一方面打算
通过村中电商平台、联系学校饭堂等渠道进行批发
售卖，另一方面利用合作社的烘干机和冷库进行深
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线上线下同时发力，把市
场做大做强。

据悉，东岸镇将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进一步规划打造好这一特色红薯种植优势产区，
培育红薯产业知名品牌，带动当地农民种植红薯等
杂粮，同时也带动旺村坡村及周边村民通过土地租
金、基地务工等多种方式增加收入。下一步，东岸镇
计划注册良德红薯品牌，鼓励合作社扩大红薯种植
规模，进一步完善红薯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
业链，加速做大做强全镇红薯产业。

坐火车游“油城墟”

茂南电白人大“沉浸式”交流乡村振兴经验

交流学习团察看“油城墟”步行街。 通讯员 黄林明 摄

旺村坡村村民在红薯地里作业。 通讯员 苏绮丽摄

来自高州水库库区冲积平原的绿色食品

东岸镇首批良德红薯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