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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数字普惠金融
打通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我国对小微企业、乡村振兴、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和服务强度
呈现增量、扩面、提质、优化结构的可喜态势，以金
融的普惠性有效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如何更好地推进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会
上，亚洲金融协会创始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
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在主旨演讲中指出，“金融之美
在于惠及社会大众，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
要从做到授人以渔、优化金融结构、发展数字普惠、
提供适配产品四个方面重点发力。”杨再平认为，普
惠金融有别于财政扶贫，也有别于慈善事业，它的
要义在于授人以渔。体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是要支
持大量的小微企业，或者说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小微经营主体是普惠金融的重要服务对象，也
是授人以渔的重要载体。支持小微经营主体的可
持续发展，使没有原始财富积累的人成为企业家，
是普惠金融很重要的体现。

此外，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关键要为服务
对象适配“数字化的金融春雨”产品。“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做金融是要有技术的，主要是信息技
术。”杨再平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是指利用数字技
术，如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普惠
金融的服务对象提供便捷、安全、低成本的金融服
务。数字金融是普惠金融的利器，它能够破除物理
和时空的局限，不依赖于物理的大堂，还具有大数
据信息、区块链征信、智能化处理、成本和风控等方
面的优势。

知名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
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围绕“以
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进行了深度解
析。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在于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
此，如何更好地在金融创新方面支持实体经济升级
发展，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重要命题。贾康表示，应
以金融机构和产品的多样化改革，形成无缝对接的
金融—资本市场，通过“多样化”支持创业、创新中
的各类融资需求，促使各市场主体抓取不同产业、
不同类型企业发展中的机遇。

加快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步伐
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多地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和措
施，多角度、多层次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有效提升了
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和可达性。为更好地交流创新思
路和实践经验，本次大会还举办了“普惠金融产品创
新运营沙龙”，邀请北京、重庆、深圳、广州、武汉、杭
州、南京、西安、青岛、长沙、郑州、烟台、潍坊等城市
的普惠金融产品运营管理机构与成都蓉易贷、农贷
通、科创贷、壮大贷、文创通、交子信易贷、知贷通、银
政通、绿蓉融等普惠金融平台管理机构代表同台交
流，旨在搭建一个开放的政策性金融产品交流学习
平台，推动全国各地共同探索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主持下，来自南京联合产权（科
技）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文创板发展有限公
司、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郑州郑好融征信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和
成都市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政策性金融产品
运营管理机构相关负责人纷纷发言，分享了各自的
成功经验和心得体会，并就如何加强政策支持、优化
监管环境、提高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等问题展开交流。

与会者认为，政策性金融产品是实现普惠金融
目标的重要工具。为进一步推动政策性金融产品
的发展，与会者还倡议，建立一个长期的交流与合
作机制，以便各参与方能够持续分享信息、资源和
最佳实践，加快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步伐，促进普惠
金融高质量发展。

金融大咖齐聚成都
共议如何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
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
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如何进一
步提升普惠金融的力度、精度、
准度、效度，成为题中之义。

1月24日，以“数智普惠赋
能实体”为主题的交子千年系列
活动——普惠金融创新发展（成
都）大会在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大会吸引了多名国内
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
地的金融机构、科技公司、行业
协会、政策性金融产品运营机构
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代表参
加。会上，嘉宾聚焦普惠金融与
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探讨普惠
金融发展模式，交流金融改革创
新心得，分享政策性金融产品运
营实践经验。

▶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1 月
25 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发布消息称，据初步预测，
今年春运期间，双流国际机场预计执行航班约2.3万
架次，日均保障航班约580 架次；预计完成旅客吐吞
量 360 万人次，日均完成旅客吞吐量约 9 万人次，最
高峰单日客流量约10万人次。

据分析，双流国际机场离蓉高峰预计出现在 2
月 7 日—9 日，节后返程高峰预计在 2 月 16 日—17
日，届时日均出港、进港旅客数量均将突破 9.5 万人
次。预计进出港航班最多的 5 个目的地航线分别
是：成都双流至北京首都、成都双流至杭州萧山、成
都双流至深圳宝安、成都双流至拉萨贡嘎、成都双
流至广州白云往返航线。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鲁
余力） 25 日，记者获悉，第 53 届成都国际熊
猫灯会将于1月26日在武侯区天府芙蓉园正
式亮灯，并持续至3月10日。

据了解，本届灯会共设计制作大型、超大
型灯组40余组，氛围灯组100余组，各类花灯
超过 20000 盏。本届灯会在“万家灯火季·年
味在成都”的主题下，又分“巴蜀年韵”“经典
传承”“欢笑童趣”“梦幻花园”“时空穿越”“烟
火集市”六大赏灯组团。

除了灯组亮点十足外，消费与演艺也独
具特色。本届灯会将传承“十二月市·正月灯
市”基因，重现唐宋商业文化繁华景象，打造
消费新场景，联动众多知名品牌，融合彩灯文
创、潮玩好物、国潮旅拍、非遗传承、经典美
食、花卉集市、互动游戏、围炉煮茶等特色业
态，联动灯组空间元素，结合年味属性，打造
近 200 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演艺展演活
动，其中包括 NPC 角色扮演、乐队演奏、实景
演艺、青春民谣、网红直播、诗歌游吟、曲艺杂
耍、汉服秀、猜灯谜⋯⋯

昨日，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
今年春运期间，成都对外交通出行量（民航、铁路、
道路客运）预计达 4300 万人次，同比 2023 年增加
26%，市内交通（地铁、公交、出租车等）预计达 4.1
亿人次，同比 2023 年增长 28%，综合交通运输总体
出行需求旺盛。

注意交通安全 避风险
成都交警研判历年春运交通事故特点规律，综

合道路客货运输、群众出行需求、天气变化等因素影
响，今年春运交通安全将面临以下突出风险：

1.农村地区交通安全风险 农村地区赶集庙会、
走亲访友、婚丧嫁娶等活动出行频繁，货车、拖拉机、
三轮车、低速电动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载客等违
法行为，导致交通安全风险上升。

2. 货运车辆春运肇事风险 春节前夕，民生保
供、电商物流、能源物资等运输需求旺盛，元宵节后
各行各业抢抓“开门红”，货车多拉快跑，野蛮驾驶，

“三超一疲劳”违法肇事多发，安全风险突出。
3.恶劣天气诱发交通事故 春运期间，我市出现

大雾团雾、雨雪冰霜等突发恶劣天气的可能性较高，
高速公路及长下坡、桥梁隧道、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
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突出，极易导致车辆追尾、侧滑、
侧翻。

4.酒驾醉驾违法肇事风险 春节假期中，走亲访
友、聚餐聚会活动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凸显。

关注交通形势 避拥堵
根据历年规律，预计今年春节前（1 月 20 日至 2

月4日）成都市“5+1”城区的汽车出行总量仍维持高
位，日均出行量维持在 215 万辆左右，直至春节前最
后一周将逐步下降，预计除夕当日（2 月 9 日）的汽车
出行量下降幅度将达 40%，汽车出行量约 160 万辆，
城市交通处于通畅状态。

1.春运去程阶段 春运去程阶段为1月26日至2
月9日（共15天）。我市集中返乡、探亲、旅游出行车
流量叠加，永丰路创业路一线、府青路一线、羊西线
等进出城通道交通相对密集，成南、成绵、成雅等高
速公路车流量较大，交通流量呈增长趋势，但不会在
短时间内集中爆发，路网运行总体平稳。

春节前期受采购年货及春运提前出行影响，
春熙路 IFS、太古里、万象城、大悦城、荷花池、白家
农贸市场等大型商圈、市场、超市周边，成都东站、
成都火车南站、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天府国际机
场、茶店子客运站等大型交通枢纽周边交通拥堵
压力较大。

2. 春节假期 从历年春节城区交通运行情况来
看，春节假期，交通拥堵主要集中在我市周边高速路
网，对城区交通影响相对较小，城区交通总体低位运
行，但热门景点、商圈、公园、绕城绿道、寺观等重要
区域周边道路人流、车流量仍较大。

3.春运返程阶段 春运返程阶段为2月18日至3
月5日（共17天）。高速公路路网流量逐步降低且较
为平稳，恢复到正常水平，不会集中返程，但客运车
站、机场等大型交通枢纽周边易聚集较大区域人流、
车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伟进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
懿） 25 日，三星堆博物馆发布公告称，2024
年春节将至，为了满足大家节假日文化需求，
博物馆将于正月初一（2月10日）至正月初七

（2月16日）期间提供延时开放服务。
春节期间，三星堆博物馆具体开放时间

为 2024 年 2 月 10 日至 2 月 16 日的 8∶30 至
20∶00（18∶00 停止入馆）。博物馆将继续实
行全员实名分时段预约参观机制，预约规则
为 第 一 个 时 段 08:30-12∶00；第 二 个 时 段
12∶00-16∶00，两个时段可提前10天预约，每
天 20∶00 放 票 ；第 三 个 入 馆 时 段 15∶30-

18∶00，当日15∶00放票。
三星堆博物馆官方提醒，请观众提前通

过三星堆博物馆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预
约购票。参观当日须按照您所预约的时段，
携带本人购票证件原件(身份证、护照)人证
比对相符后入馆。

“轻锣小鼓喜神到，新春祈福真热闹。龙
步青云岁更替，喜气洋洋福星照。‘我们是
2024 武侯祠成都大庙会的小喜神，祝大家新
春快乐，龙年大吉’！”2024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将于 2 月 8 日开庙。作为大庙会的预热大戏，
25 日，“国学小喜神”选拔活动在成都武侯祠
博物馆广益堂举行，经过层层选拔，20 名“国
学小喜神”脱颖而出。

下午，20 名“国学小喜神”集体亮相。只
见他们身穿小诸葛服装，笑容满面。在文物
区进行了集体亮相和宣传照拍摄，成为现场
焦点，现场观众纷纷围着他们拍照留念，提前

感受大庙会的热烈氛围。
接下来，这 20 位“国学小喜神”将参与为

期 2 天的专题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了解成都
武侯祠的历史沿革、春节习俗和庙会由来、国
学名篇诵读赏析、民俗知识培训、语言礼仪培

训，以及四川民谣的学习与排练。
随后，“国学小喜神”将在武侯祠成都大

庙会期间参与一系列精彩活动。他们将在开
庙仪式上送福，大庙会期间还将进行巡园活
动，现场展现才艺，在喜神小屋中为观众送礼

物。此外，成都武侯祠还联合新东方文旅集
团，开展“喜神送福到万家”活动。“国学小喜
神”将分别走进交管局、消防局、敬老院、儿童
村等机构单位及社区家庭，派发新春礼物，传
递新春祝福。

通过小朋友扮演喜神并带领观众“游喜神
方”是多年来“武侯祠成都大庙会”的特色项目。

“游喜神方”是成都古老的民俗，可以追溯到宋
代。“喜神”是带给人们吉利、欢喜、智慧的神祇，

“喜神方”则是喜神所在的方位。“游喜神方”，便
是到喜神所在的方位，祈求一年的吉祥如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记者了解到，此次成博新展的一大亮点
便是完整、系统地展现了易县大北城窖藏金
银器。其中包括花口银碟、金龙银簪、方形
鎏金银带銙、镂空五佛金冠、荷叶形金饰片
等金银打造的宋代生活器具与精美饰品。
据介绍，易县位于易水之畔，燕下都遗址所
在地，地处中原核心文明辐射范围。易县大
北城窖藏出土的金银器是该地区在宋辽时
期历史风貌、文化特征的真实物证，代表着
宋辽生活风尚和审美意趣；又因易县独特的
地理位置，这批器物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其上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绵远深厚和
巨大影响。

除此之外，展览中展出的四川地区出土
窖藏金银器，与河北易县大北城窖藏两者地
域相隔千里，一南一北，窖藏时代也有些微
差距，器物各有异同，精彩纷呈，通过陈列于
展案之上，能清晰地看出宋代金银器工艺特
征和形制特色。

金银器技艺传承悠久，历代更迭，承载
着时代脉络、岁月絮语。时间凝固于器物之
上，金银漫耀，光影轮转，那些消逝在历史长
河中的喧嚣与繁华终会在穿越千年的物证
身上再次绽放。在金光银画里，宋人将美好
生活化作点滴日常，写就一幅清和平允、流
光溢彩的细碎图景，里间簪度梅香，杯影月
华，展不尽大宋入胜繁华。1 月 26 日，来到

成都博物馆“满庭芳——金银器里的宋代生
活”，看一器一物流转千年，倒映出宋代社会
风尚与时代面貌，犹如破开岁月尘烟的辉
光，溯洄从之，吟赏无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海报由成都博物馆和锦观新闻“博物

集”栏目联合出品

春运期间
成都对外交通出行量
预计达4300万人次

成都交警发布出行指南

1 月 26 日，成都博物馆将正式推出
新春大展“满庭芳——金银器里的宋代
生活”，展览将在成博三楼临展厅免费开
放。展览中，河北易县大北城窖藏金银
器和以彭州宋代窖藏金银器为代表的四
川地区出土金银器共计 120 余件/套惊艳
亮相，宋代生活风尚和审美意趣尽数展
现。金银器之美不仅呈现出宋代生活美
学，更洋溢着宋代的人文价值和时代理
念，带观众一念千年，回望那个气度非凡
的盛世。

成博新春大展免费开放

金银器中看宋代美学

2024成都大庙会2月8日开庙

“国学小喜神”集体亮相

新闻链接

三星堆博物馆春节期间延迟闭馆至晚8时

成都国际熊猫灯会
今日亮灯

春运期间

双流国际机场预计完成
旅客吐吞量360万人次

1 月 24 日，
夜 幕 降 临 ，成
都 东 安 湖 首 届
灯 会 开 始 试 亮
灯 ，璀 璨 的 灯
光 映 照 在 波 光
粼 粼 的 湖 面
上，流光溢彩 、
美不胜收。

本 届 灯 会
将 于 1 月 27 日
正式开幕，分为
大过龙年、桃林
梦 境 、古 蜀 之
路、璀璨华夏、
环球之旅、未来
世 界 六 大 主 题
赏灯区，于 3 月
24日结束。

成 都 日 报
锦 观 新 闻 记
者 熊 一 凡 摄
影报道

成都东安湖
首届灯会
试亮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