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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银

行”）成功发行100亿元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以下简称

“小微债”），期限3年，票面利率2.95%，全场认购倍数2.2

倍，创下渤海银行金融债发行最优利率。该只债券也是

天津法人银行虎年发行的首单金融债券。

据悉，本次发行吸引近 100 家投资者参与认购，

最终获配投资者 40 余家，涵盖国有大行、股份制银

行、城商行、农商行、基金、券商等各类型市场投资机

构，进一步丰富了渤海银行金融债券对市场投资人的

覆盖范围。

2022 年年初至今，央行政策利率下行，债券市场

出现了较好的发行时间窗口。渤海银行广泛沟通各

类机构投资者，积极引导投资人降低投标利率，最终

本次小微债发行价格仅高于同期限国开债 32bps，创

下渤海银行金融债发行利差新低，较可比银行发行利

差低9bps。

近年来，渤海银行持续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

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2021年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

速达62.9%，客户增速达69.5%，超额完成监管“两增两

控”目标。

发行小微金融债，是实现国家、银行和企业三方共赢

的有力手段——有力支持稳增长、保就业，有力引导银行

资金投放，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

此次小微债的成功发行，一方面夯实了渤海银行中长期

流动性储备，另一方面有助于其提升支持实体经济、服务

小微企业发展的能力。

就持续深化小微金融服务，渤海银行还表示将此次

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小微企业贷款投放，为助力“精准

滴灌”实体经济，全力做好“六稳”“六保”提供强有力的金

融保障，同时坚持立足天津、辐射全国的基本方针，全力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打造渤海银行独特的竞争和服务优

势，努力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渤海银行虎年首发100亿元小微专项债 精准滴灌助三方共赢

农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建设高标

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关键举措。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

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夏涛建议，多措并举完善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体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夏涛在调研中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仍存

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农田建设的

立法尚未出台，已建高标准农田的改造提升政

策尚未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意见尚

未制定等等。此外，评价激励机制需要进一步

完善。“国务院每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激励名

额只有5个，仅占参与评价的37个省级单位的

13.5%，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夏涛建议，要加快推进农田建设立法，制定出

台农田建设法或农田建设管理条例，为依法管理

和推进农田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尽快制定出台高

标准农田改造提升政策，明确项目立项条件、投入

标准、建设内容等，便于地方提前谋划和储备改造

提升项目，依法有序推进改造提升项目建设。”

另外，要合理确定并统一项目投资标准，保证

“十四五”高标准农田亩均建设标准达到3000元

以上。“还要加大对粮食主产省份倾斜支持，明确

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级财政支出责任划分，规定

各级财政安排农田建设管护资金的标准。”

此外，夏涛还表示要完善评价机制，“参照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评价激励做法，在保持对各省督

查激励的基础上，增加对市县的督查激励。”另

外，要修订完善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使之更加符合农田建设实际，发挥好绩效

评价作用。

■ 记者 于彩丽 文/图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校长匡光力：

安大未来学院聚焦新工科新文科 培养卓越工程师
“对我们下一代的培养，老师是关

键，特级教师是教师中的模范，起到表

率的作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安徽大学校长匡光力建议，增

加中小学特级教师的数量，同时提高特

级教师的津贴。此外，匡光力透露，将

于“十四五”期间开建的安徽大学未来

学院将聚焦新工科新文科，重点培养卓

越工程师。

谈特级教师：

提高特级教师津贴 激发教书育人积极性

匡光力在调研中发现，人社部、财政

部先后三次联合发文规定，特级教师享

受特级教师津贴，从最初的二三十元、

80元，调整为现在的300元，退休后继

续享受，数额不减；经费从教育事业费

中列支。目前，多数省份参照原人事

部、财政部《关于调整特级教师津贴标

准的通知》（国人部发〔2007〕158 号）要

求执行，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随着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300元/月的津贴在教师工资

结构中占比已由原来的 1/5左右下降

为1/20左右。执行近二十年的特级教

师津贴标准已不能适应教育改革日新

月异的发展和教学研究的需要。

“中小学特级教师教学经验丰富、教

学能力突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

力。”但匡光力发现，自1980年以来相继

开展了13批特级教师评选表彰活动，四

十多年来仅1561人获得“特级教师”荣

誉。由于特级教师评定非常严格，入选

人员年龄偏大，在岗特级教师总体数量

过少，带头示范作用难以发挥。

匡光力表示，适度增加特级教师津

贴，对提高中小学教师地位，增强教师

的光荣感、责任感，激发广大中小学教师

教书育人的积极性，促进基础教育事业

的发展，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因此，他建议教育部、人社部、财

政部等部门积极研究，增加中小学特

级教师的数量，适时修订相关文件，将

特级教师现有享受标准的每人每月

300元提高到 800~1000元；省级地方

政府配套出台相关政策，根据省情，提

高在岗特级教师的津贴待遇等，真正将

政策落到实处，创造良好环境，提升特

级教师幸福感和获得感。

谈安大未来学院：

聚焦新工科新文科 培养卓越工程师

今年2月初，《安徽省“十四五”教育

事业发展规划》出台，其中明确：将建设

安徽大学未来学院（新校区）。

安徽大学未来学院里面建什么？未

来学院与安徽大学其他学院有什么不同？

匡光力透露，在安大未来校区，不仅

聚焦新工科新文科的人才培养，而且将

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发展平台，同时也会

跟国外的一些教学力量合作，培养卓越

工程师。

采访中，匡光力称未来学院定位非

常明确，首先聚焦新工科、新文科，“新

工科主要是面向当代工业技术的一些

新的交叉学科门类，泛称为新工科；新

文科比如经济、金融结合现代的信息技

术、大数据分析等诞生出来的新的文

科，这些都会放在未来学院。”

匡光力表示，在未来学院校区，安徽

大学将来把校门打得更开，和企业、科研

单位联系得更紧密。“我们计划在未来校

区建设一些研发平台，由学校老师、研究

生参与研究活动，也会有企业里面的专

业技术人员一起合作研究，研究成果直

接输送到企业，并且接受企业提出或委

托研究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平台中间

开展研究。未来学院将来共建的研发平

台不会是一个两个，可能有更多个。”

2020年，安徽大学纽约石溪学院正

式获批，该学院致力于培养具备国际化

视野和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的国际化

人才。而在安徽大学未来校区，也将开

建国际学院。匡光力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未来校区的国际学院主要培养卓越

工程师，比如说德国、法国这些先进的发

达国家，他们在工程师培养方面形成了

非常好的理念、方式方法，希望能够共同

合作，在未来校区跟欧洲的一些工业技术

很强的国家紧密合作，把卓越工程师培养

好，这也跟新工科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

“对未来校区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

能够为安徽未来的发展培养一流的创新

人才。”匡光力充满期待地说道。

■ 记者 于彩丽 文/图

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夏涛：

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体系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