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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市民戏水纳凉。当天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大暑，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寻觅清凉。

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朱梦 摄

今夏长沙高温日预计达35天
最长连续12天左右，极端最高温可达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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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盒安化茶叶通过善融
商务跨越千里的旅程，到建行大
学为扶贫干部开设的一堂课程，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以下简称
湖南建行） 助力脱贫攻坚的步
伐，既有着“高大上”的金融科技
的助力，又不乏深入贫困地区一
线的“温度”。

“我们积极整合多方资源和
力量， 因地制宜创新扶贫模式，
多策并举帮扶贫困地区群众，”
湖南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
把提升金融精准扶贫质量放在
首位，优化政策供给，强化创新
驱动，扶贫更扶智，着力激发贫
困地区内生动力，助推打赢脱贫
攻坚战。

事实胜于雄辩， 今年以来，
湖南建行依托建行大学平台，积
极整合行内外培训资源，做到扶
贫与扶智相结合，宣传普及农村
金融知识，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
量， 实现知识助农的新机制，助
推扶贫攻坚，2019 年 1—6 月累
计开展惠民培训 438 期（次），惠
及 41359 人次。

银校合作赋能
共推金融知识普及

夏建兴是湖南省安化县南
金乡南金村的村支部书记，他和
茶叶、 茶农打了一辈子交道，让

他没想到的是，离开学校这么多
年再次回到校园是因为湖南建
行与湖南大学联合创办的“建行
大学”。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3
日，湖南建行在长沙举办了全省
14 个地州市 39 名村支书等村
干部参加的驻村帮扶点村干部
培训班，邀请省扶贫办专家和湖
南大学教授授课，详细解读脱贫
攻坚政策和金融扶贫实务等课
程， 为村干部们开拓了思路，解
答了疑惑，较好地消除了对金融
的陌生感。

培训结束后， 包括夏建兴
在内的众多村支书、 村主任纷
纷表示培训受益颇丰， 同时也
希望此类培训能够一直办下

去， 将更多的金融知识带到农
村等。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年 6
月 3 日—5 日，湖南建行首次在
建行大学华东学院举办“金智
惠民”农村三资管理培训班，围
绕农村资金、 资源、 资产管理
“三资管理”，以实地考察学习、
系统培训、座谈交流等方式，共
有农口系统与分管副县长等 30
多人参加学习培训。 课程针对
基层政府当前面临的难点痛
点，提出了解决思路，介绍了应
用场景，展示了服务成效，较好
地解决了基层政府监督管理的
难点痛点。

此外，湖南建行每年定期举
办“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通过

在农村地区营业网点和人员密
集区域设置宣传台、 集中宣传
日、走进城镇等形式，开展现场
活动 1062 次， 讲解实用的金融
知识与农业技术知识，提高农村
地区公众的金融风险识别与防
范能力。

依托金智惠民
改变普惠金融格局

建行大学的课堂，一端连着
国家大势， 另一端延展向田间
地头。

借助建行大学平台优势，举
建行之力、融高校之智，办好做
实扶贫干部的培训，全面推进金
融知识普及的同时，湖南建行还
不断延伸金融知识传播触角，依
托建行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平
台， 与第三方开展战略合作，整
合农村电商、快递公司、电力、医
院、连锁商超、物流公司资源，大
力发展县域乡村普惠金融，构建
便民农村缴费、 消费新模式，有
效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痛点
难点问题。

今年，湖南建行系统先后举
办 124 次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
店主培训班， 共有 3139 人参
训。 根据培训对象特点，精心设
计了个性化课程， 还邀请了湖
南大学教授讲授脱贫致富等课

程， 有效搭建起农村普惠金融
服务点店主与农户、商户、银行
合作交流平台， 实现了四方合
作共赢。

滴水可以印证出整个太阳
的光辉，据初步统计，2018 年 12
月底参加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
店主培训班培训的 36 名店主，
其销售业绩与收入均有较大提
高，今年 1 月累计交易笔数增幅
为 149.67% ， 收 入 增 幅 为
176.19%。

在此基础上，湖南建行积极
利用建行大学金智惠民工程，进
一步丰富形式，创新方法，助力
乡村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一方
面，湖南建行积极为农户提供优
质便利的金融服务， 截止今年 6
月底， 该行涉农贷款 890 亿元，
比年初新增近 79 亿元， 农户贷
款 280 多亿元，比年初新增近 35
亿元；另一方面，该行开展多形
式送训上门，专项举办各类农村
金融知识专题培训，提升广大农
民的金融知识水平，通过金融知
识普及，帮助更多企业增强信用
意识、丰富金融知识、了解金融
工具、熟悉融资政策，从而提高
小微企业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解
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

■通讯员 金李

开启产教融合新征程 助推打赢脱贫攻坚战
———湖南建行借力建行大学平台优势，点面结合助推扶贫攻坚侧记

湖南建行举办金智惠民工程精准帮扶村干部培训班。

本报7月23日讯 热浪滚
滚。今天，长沙市气象局召开高
温天气新闻发布会。 三湘都市
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长沙迎来
今年首轮持续性高温天气，预
计 今 年 夏 季 平 均 气 温 为
28.5℃，高温日数为35天（最长
连续12天左右）， 极端最高气
温可达39～40℃。

“今年前期长沙仅出现过
一天或两天的高温日， 但还没
有出现连续三天以上的高温天
气。”长沙市气象局精准预报中
心主任丁玄介绍，7月22日长
沙最高温达36℃，预计未来一
周， 受西伸加强的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控制， 长沙迎来今年
首轮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23日至31日，长沙以多云或晴
天为主， 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
的雷阵雨天气， 最高气温持续
在35℃以上，最高将达38℃至
39℃。

高温热浪通常指持续多天
的35℃以上的高温天气。梅雨
季节过后的七八月份， 一般年
份都会出现20-30天的高温天
气， 梅雨期短的年份高温日数
可超过40天。

进入7月， 受降雨影响，省
内气温一直较低， 不少人有种

过了个“假夏天”的感觉，数据
也显示，7月上半旬长沙气温较
往年偏低1.4℃。不过，欠下的
高温迟早是要还的。

根据目前天气趋势， 预计
今年长沙夏季平均气温为
28.5℃，高温日数为35天，最长
连续12天左右，极端最高气温
39℃至40℃。“今年进入持续
性高温的时段较晚，目前到8月
都将是高温集中阶段， 且极端
高温有可能超2018年。” 丁玄
告诉记者，2018年夏季， 长沙
平均气温为28.8℃， 高温日数
为46天， 高温日最长连续13
天， 其中城区极端最高气温为
38.9℃。

高温酷暑到来，气象部门
建议， 要防范高温热害的不
利影响， 户外活动比如工程
作业时间要尽量避开高温时
段，市民需注意防暑防晒。水
库、山塘做好蓄水保水工作。
进入盛夏， 午后到傍晚多对
流性雷雨天气， 要注意防范
雷电和强对流天气， 尤其是
要防范局地热对流造成的短
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和城乡
积涝的影响。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王向
实习生 覃久凌 龚怡菲 滕婷

本报7月23日讯 省政府今日召开
2019年土地卫片执法工作警示约谈
会， 对我省土地违法问题严重的湘潭
市、郴州市2市，以及湘潭市岳塘区（含
湘潭高新区）、湘潭县，衡阳市珠晖区、
雁峰区、石鼓区、蒸湘区，邵阳市新邵
县，郴州市桂阳县、嘉禾县9个县市区
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

今年纳入省级约谈的标准是：管
辖区内违法用地态势比较严重， 整改
到位率低， 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超
过15%且占用耕地面积达500亩以上
的市州、 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超过
15%且占用耕地面积达100亩以上的
县市区。

会议要求，被约谈的市、县区要全
面自查，全力整改，10月15日前上报整
改情况。根据自然资源部相关规定，整
改期间除违法用地补办手续和其他特
殊情况外，暂停相关用地审批，并实施
增违挂钩， 按比例暂扣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10月底前，省自然资源厅根据对
约谈地区查处整改情况的验收结果，
对在3个月内违法用地行为查处整改
不积极、不到位的地区，提出责任追究
建议名单， 移交省纪委监委调查落实
相关责任人的党纪政务责任。

■记者 潘显璇

迎战高温，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烧伏香等习俗。
喝伏茶：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这种由金银花、

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祛暑的作用。
晒伏姜： 三伏天时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后与红糖

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中蒙上纱布，于太阳下晾晒。充分融合
后食用，对老寒胃、伤风咳嗽等有奇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

烧伏香：古时百姓会在此时烧香祈求风调雨顺，保得好收成。
现在，伏天过后是商业上的“金九银十”，是各行各业旺季的到来。

三伏天传统打开方式：饮伏茶、晒伏姜

土地违法问题严重
2市及9县市区被约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