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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科大校长包信和：

中科大创办医学
回馈安徽人民

全国人大代表、池州市市长雍成瀚：

从国家层面
完善和推广“劝耕贷”

去年 12 月 23 日上
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
命科学与医学部成立，安
徽省立医院正式挂牌“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这对6200万安徽
父老乡亲来说，意味着什
么？“科大新医学”接下来
有哪些动作？中科大何时
开始招收医学本科生、研
究生？

两会期间，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接受
了星报全媒体记者采访，
就很多社会关注的问题进
行了回答。

在全国人大代表、池
州市市长雍成瀚看来，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是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点和主力军，
也是决胜脱贫攻坚的重
要力量。他认为，目前农
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最
基础的要素支撑和制约
瓶颈就是资金问题。“目
前，新型经营主体缺乏有
效、足够的保障，同时，信
用记录不完整，金融机构
很难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这是导致新型经营主体融
资难的原因。”

“目标很好，马上就有人问，你有
哪些措施来做好这件事呢？所以我们
现在就提出‘科大新医学’的概念，它的
内涵和使命就是‘理工医交叉融合、医
教研协同创新、生命科学与医学一体化
发展’。”包信和说，当时提出这个概念
时，国家卫计委、安徽省和中科院三方都
很认同，中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实际
上就是三方协商成立，并共同建设的。

“为了把医院办好，我们引进了很
多顶级的专家和人才，希望在医院和大
学之间，细分很多医疗的专业，做一些

专业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目标就是专
门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深入研究。我们
希望做好研究的同时，结合省立医院原
来的基础，坚持中科大现代科技及理工
方面的专长，能把医院做好，对此我们
很有信心。”包信和还透露，为了更好地
推进医院与大学的融合，两家目前共同
拿一笔钱出来，成立融合基金，“一定要
由大学的人和医院的人共同提出一个
课题或项目，才能使用这笔钱。这样就
把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医院的临床研究
很好地融在一起。”

引进顶级人才设立专业研究所

对于外界十分关注的生命科学与
医学部何时开始招生问题，包信和表
示，招收研究生相对比较容易，难的是
本科生培养。“本科生作为基础学科，一
旦把学生招进来，基础医学院、临床医
学院相关课程就要及时开出来，包括
解剖、组织胚胎等体系都要建立起来，
另外，还要教育部和卫计委共同认可
才可以招生。”

“目前正在建立课程体系，方案也有
了，师资也在准备，接下来就是手续方面

的问题。”包信和表示，招生的具体时间
目前不太好确定，“我们有专门的团队在
推进这个事，应该快了。”

“高校的人才培养不是一件功利的
事情，理念也在不断更新，总体来说，像
中科大这样的学校不是把学生培养成
某一方面的专家就算成功，而是要将学
生培养成一个善于学习、有情怀和有视
野的全人，这一点特别重要。”包信和寄
语青年学子，会学习、会沟通，才能更好
地应对社会变化。

正在紧锣密鼓筹备招收医学本科生

谈起中科大办医的初衷，包信和
表示，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未来人类健康、医
疗是非常重要的。“安徽的医院也不少，
有省医和安医两大医疗系统，但是综合
实力排名都在前 50 名开外，与安徽人
口大省不太相称。所以，中科大作为国
际知名的一流大学，从未来科技发展层
面来讲，生命健康是一定要做的事，而
且这几年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也做得
不错。另一方面，中科大是安徽人民哺
育起来的，从回馈安徽人民的角度来
说，我们也应该做好医疗这件事。”

“其实这10年来，中科大就一直想
围绕健康医疗做点事，这两年随着各方
面认识的统一，特别是省卫计委和省立

医院也有这方面的愿望，心情也很迫
切，所以我们就把省立医院与中科大两
个系统一定程度地融合在一起。”包信
和说，通过调研发现，省立医院的医疗
水平其实还是很高的，办院规模全省
第一、全国前十，“为什么在排名体系
中显不出来，主要是医疗创新、医学科
研的成果少一些。而创新、科研正是
中科大的优势所在，中科大在生命科
学、医学临床基础科学方面还是很强
的，培养的学生在世界范围内，在医学
领域都很有成就。”

“众多优势资源集合在一起，我们
很有信心，把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打造
成国内先进、世界知名的医疗科学研究
和临床医疗的中心。”包信和表示。

中科大办医可以回馈安徽人民
据雍成瀚介绍，为了有效解决

这个问题，我省创新推出了“劝耕
贷”农业信贷担保产品，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供低门槛、低成本、少环
节、可持续的金融供给，突破了传统
的贷款模式和信贷理念，“最短的 7
天就可以贷款。”雍成瀚表示，安徽首
推的这项措施在池州初见成效，“两
年来，我们的贷款总规模居全省第
二，其中，‘劝耕贷’东至模式已推广
到全市，全国各地都来池州调研。”

雍成瀚介绍说，在“劝耕贷”实
行之前，池州市只有 330 户农业大

户、龙头企业获得过银行贷款，总额
1.2 亿元；推行“劝耕贷”之后，有
1112 户获得了贷款，总额 4.1 亿元，

“市政府的投入和奖补力度也更大，
融资费用和贷款成本也更低了。”

雍成瀚认为，安徽的“劝耕贷”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融资问题，但“劝耕贷”业务仍
需改进。“习总书记也提到，农村金
融仍然是‘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个
问题的关键在体制和机制上，要建
立适合农业农村的治理体系。”雍成
瀚建议说。

“劝耕贷”池州模式初见成效

为了解决农村金融贷款问题，
雍成瀚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从
国家层面组织对安徽的“劝耕贷”模
式开展调研评估，完善和推广“劝耕
贷”金融产品，加强全国性的指导建
设，“目前我们新增的业务权限主要
在总行，在安徽省195家银行业的金
融机构中，仅有 50 家根据总行的授
权开展‘劝耕贷’业务，还有四分之
三没有展开。”为此，雍成瀚建议协
调更多银行担保机构参与“劝耕贷”
的业务，特别是协调涉农的金融机
构，在总行层面将“劝耕贷”作为固
定的金融产品，自上而下加以推广。

其次，加强涉农金融机构产品

的创新，他认为产业兴旺需要更多
的资本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建议
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体制建设，推
出贴近农业、农村发展需求的涉农
金融产品。“在贷款对象上，银行对
个人贷款业务的普遍要求是年龄不
能超过 60 岁，但是农村留守老人中
60 岁以上的比例越来越大，按照总
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要加
强面向小农的社会化服务，因此我
建议对有产业发展能力和需求的60
岁以上群体适当增加授信额度。”同
时，雍成瀚认为，在征用期限上，由
于农业投资的回报期限比较长，建
议适当放宽涉农信贷的征用期限。

从国家层面完善和推广“劝耕贷”

雍成瀚建议，完善农村产权市
场的流转体系。“由于缺少统一的、
规范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农
村大部分资金抵押、融资、变现、交
易难度大。如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
权抵押贷款方面，人民银行等5部门
曾在 2016 年出台了试点暂行办法，
但在基层操作起来却存在落实难。

雍成瀚认为存在这个问题的主
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土地价值评
估难，多数地方没有专业的评估机

制，没有权威的价值参考，“银行普
遍是按照粮食作物的亩产价值来确
定抵押价值，这就导致一些经济作
物的价值变低了。”第二，是贷款审
批难的问题，雍成瀚认为，多数银行
不受理此类抵押贷款，而少数受理
的银行在信贷模式和信贷程序上过
于审慎，手续相对繁琐，“审贷周期
普遍在 60 个工作日以上，远远长于
一般实体企业贷款周期，因此，应当
完善农村产权市场的流转体系。”

建议完善农村产权市场的流转体系

▋特派记者 刘海泉 汪婷婷 马启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