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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2日，家住双清区
紫薇社区的退休职工王大爷急匆匆地
来到市企业养老保险处，反映其单位一
起退休的同事都领到了当月退休工资，
唯独他没有，怀疑是被不法分子冒领
了。工作人员听完后，立刻通过系统对
其社保工资发放情况进行了查询，发现
王大爷的社保工资不存在被冒领一说，
而是因为没有及时认证导致系统停放
了工资。听完工作人员的耐心解释，王
大爷才如释重负地离开了。

根据湖南省《关于做好我省离退
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工作的通
知》文件精神，资格认证必须每年进行
一次，认证时间以上年度认证往后顺
延12个月，每个人因为退休时间不一
样，社保处不做统一安排。如，张三
2016 年 2 月已经进行了认证，那么

2017年2月前即为他的认证时间；李
四 2016 年 11 月进行了认证，那么
2017年11月前即为他的认证时间。
推迟认证系统将会停发工资，待认证
成功后的下个月，系统才会补发工资。

据市企业养老保险处工作人员
介绍，为方便企业离退休人员进行养
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目前已新增了多
种认证渠道，已经建模的退休人员可
从以下几种途径进行资格认证：一、登
陆“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
服 务 网 ”（网 址 ：www。 hn12333。
com），进入“养老金身份认证”一栏，
按照系统提示逐步操作即可。该系统
操作方便，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在
任意一台可以上网和有摄像头的电脑
均可以操作；二、利用智能手机下载

“老来网”APP客户端，注册成功后即

可进行认证。该系统快速简洁，足不
出户即可完成；三、本人持个人有效期
内的第二代身份证前往居住地街道办
事处劳动保障服务站，工作人员会予
以协助认证；四、对于卧病在床、行动
不便的人员，其家属可前往经办机构
领取资格认证表进行纸质认证；五、已
注销大陆身份证，并持有港、澳、台户
籍或外国国籍的人员，可寄回户籍誊
本或居住地大使馆开具的“境外人员
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审核表”即可。
最后，在此提醒本市企业离退休同志
按时进行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以免
影响养老金的领取。
（记者 宁煜 通讯员 张宏卫）

认证多渠道 企业离退休人员要细心

本报讯 11月21日上午，新邵农
商银行正式挂牌开业，标志着全市农村
信用社改制工作圆满收官。

据了解，根据全市农村信用社改制
工作相关要求，全市各县市区农村信用
社完成改制，成立农村商业银行，全市共
建立10家农村商业银行，此前，全市已
经成立9家农村商业银行。

据悉，新邵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是
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充分发挥农村金
融主力军作用，致力服务“三农”、服务城
乡、服务新邵县域经济发展。自2015年
启动产权改革工作以来，想方设法、克难
攻坚，在确保改制进度的同时，各项业务
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截至10月末，全

行资产总额达64亿元；各项存款余额50
亿元；表内外贷款余额25亿元，今年实
现经营利润8200万元；缴纳各类税收
1500万元。

新邵县农村商业银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新邵农村商业银行将围绕“建设
大美湖南之心”的目标，发挥点多面广、
机制灵活的比较优势，不断做大经营
规模，强化内部管理，把新邵农商银行
打造成服务三农的主力银行、中小微
企业的伙伴银行、县域经济的主流银
行、普惠城乡的身边银行，为助推新邵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和保障。

（刘波 武美玲 周乐叶）

新邵农村商业银行挂牌开业

全市农村信用社改制工作收官

本报讯 11月22日，瘫痪在床的谢
先生收到了在网上购买的生活用品，这
是新邵县大塘邮政支行工作人员上门为
他办理网银业务所带来的便捷服务。

10月18日，谢先生托人到新邵县大
塘邮政支行申办银行卡及网银业务，当
时大塘邮政支行工作人员告知谢先生亲
戚，必须本人持有效证件办理。因谢先
生是一名残疾人，瘫痪在床有20多年
了，只有一只手能自由活动，生活不能自
理，无法来网点办理业务。大塘邮政支
行考虑到可能要上门服务，便建议其委
托人到居住地严塘邮政支局就近办理。

当天下午，严塘邮政支局负责人何

瑛琪接到了谢先生的求助电话，电话中
得知谢先生是老报刊订户，本次办理邮
政银行卡和网银业务，主要是为了方便
其在网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并送货上
门。10月19日，支局长何瑛琪带着工
作人员赶到谢先生家中，左邻右舍很是
好奇，以为谢先生家发生什么事了。得
知是邮政工作人员上门接谢先生去银
行办业务时，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10
月30日，身体不便的谢先生委托一位女
士，给新邵县严塘支局送来一面“急客户
之急，解客户之难”的锦旗，并转达了自
己的由衷感谢。

（童中涵 李文 周志勇）

锦旗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 11月16日，在邵阳县河
伯乡城背村的一处危房改造集中建设
安置地上，18座承载热切期盼的新房
已拔地而起，受益贫困农户脸上无不
露出难以掩饰的笑容。这是农发行邵
阳分行今年9月底破解农村危房改造
融资困局后，在全市1273个贫困村中
普遍呈现的场景。

农村危房改造是扶贫攻坚进程中
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因涉及面广、需处
理的关系复杂、资金需求量大，成为许
多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最为头疼
的问题。今年9月以来，农发行邵阳分
行创造性采取“市级主体承贷、县级单
位实施”的模式，成功破解了我市农村
危房改造融资困局。

据统计，我市当前21508户危房拆
除重建工程以及配套的电网、给排水、道
路提质改造、垃圾处理、土地整理、弱电

处置等工程，共需资金12.59亿元。农发
行邵阳分行提出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
式，按“政府统筹、专业化拓展、市场化运
作”的方式，由邵阳市政府授权邵阳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购买主体，与邵阳
市城投保障性住房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协议规定以该公
司作为项目承贷主体，12.59亿元中的
2.59亿元项目资本金由邵阳市财政投
入，农发行贷款10亿元，占比79.5%。今
年9月30日，该项目经农发行湖南省分
行审批通过。目前，邵阳所涉及的各县
级政府正在积极组织当地项目建设。

“继首期投放10亿元信贷资金后，
我们将对邵阳‘秀美乡村’后期项目提
供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预计总贷款额
度不少于20亿元，受益群众超过30万
人。”农发行邵阳分行的一位相关负责
人介绍。（袁光宇 袁树华 刘妙然）

农发行邵阳分行破解农村危房改造融资困局

本报讯 11月9日，市政府与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签订政策
性金融支持邵阳经济社会发展及脱贫
攻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我市打赢
脱贫攻坚战，加快建设“二中心一枢
纽”战略注入强大推动力。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
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全力服务粮食安
全、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国
家区域发展战略和脱贫攻坚。近年
来，农发行邵阳分行不断加大对我市
的信贷支农力度。今年，该行获批农
村人居环境改造、整体城镇化建设、棚
户区改造、水利建设、路网建设等项目

15个，贷款总额85.66亿元，实现投放
32.22亿元。特别是抓住国家精准扶
贫政策机遇，对由市委、市政府主导的
农村危房改造一期项目一举投放10
亿元信贷资金，为支持辖区实施武陵
山片区精准扶贫提供了有力支持。同
时，今年投放重点建设基金2.41亿元，
用以支持政府平台项目资本金。截至
10月底，各项贷款余额达到131亿元，
比年初增加27亿元。

据了解，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农
发行将从增投、提规、主动服务等方面
加大力度，全力支持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首先是加大投入力度，我市是武

陵山连片特困地区，辖内8个县是国
家和省定贫困县，是脱贫攻坚主战场，
农发行将发挥好政策性银行的职能，
在贷款期限和利率方面体现政策性优
惠。充分利用农发重点建设基金、
PSL资金、政策性扶贫贷款等，重点支
持农村公路、水利建设、棚户区改造、
易地扶贫搬迁等，形成全覆盖、多产品
体系。再是加强主动服务意识。邵阳
分行将更加主动向地方党委政府领导
汇报，主动与发改委、财政等部门沟
通，为在邵企业量身制定与农发行政
策制度相匹配的融资方案。三是优先
增加信贷规模。对于邵阳的贷款项
目，按照优先受理、优先调查、优先审
批、优先安排信贷计划、优先发放的原
则，给予重点支持。

（记者 朱杰）

增投 提规 主动服务

农发行邵阳分行打出组合拳支持邵阳发展

本报讯 城步苗族自治县通过
电商平台一次销售了2万公斤杨梅，4
万公斤萝卜，洞口的雪峰蜜橘通过电
商平台一次销售50万公斤。11月21
日，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杨克勤
喜滋滋地看着各地传来的喜报，“我市
有10000家网店，近10万农民通过电
商平台增加了收入，脱贫致富了。”

目前全市有1273个贫困村、近5
万户贫困户、80 多万贫困人口要在
2020年前全部实现脱贫，扶贫攻坚的
压力非常大。邵阳是一个农业大市，
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如何通过电商
平台把邵阳的产品卖出去呢？市商务
局积极发挥电商平台沟通世界的巨大
作用，“近两年来，我市电子商务发展
势头相当迅猛，2015年全市达成电子
商务交易额86.3亿元，同比增幅超过
100%。其中，B2B交易额69.9亿元，
网络零售额16.4亿元。”杨克勤告诉记
者，“邵阳电商人理应承担国家脱贫攻
坚、电商先行的责任，我们认真分析本
区域内农产品特点，加强宣传，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我市优质的农
特产品推介给广大的城市消费者。”

“互联网”可为农产品添上销售的
“翅膀”，让它们借助科技之力，飞遍大
江南北、世界各地。近年来，我市商务
部门不断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结合当
地建档立卡贫困村的需求，以增加贫
困农民收入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
企业为主体，以培育产业为重点，围绕
解决“农产品进城”痛点，营造发展环
境，创新服务模式，规划产业布局，强
化资源共享。通过建立电商扶贫推进

团队，我市认真做好网销产品的整合
与开发，开展“农产品进城”，全面推进
电商落地体系建设，结合产品营销做
好电商扶贫宣传，积极推行“互联网+
商贸流通”电商新模式，大力开展电子
商务进村入户、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和
农村商务信息服务工作，打造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和农村电商体系。
如今，我市电子商务已初具规模，电商
群体遍布市辖8县1市3区。目前全
市直接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登记命
名的企业法人单位有73家，电子商务
企业或网店达1万余个，其中邵阳企业
在阿里巴巴网站注册的供应商达3785
个，在淘宝网以邵阳作为地域名注册
的网店突破2000家。此外，还有一大
批网络营销公司、产品摄影和图片制
作编辑服务商、网店培训速成班、快递
公司、物流配送、网络支付公司等配套
服务企业。电商群体不断发展壮大，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
问题，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创业问题。

如何才能推进电商扶贫呢？我
市从全市产业扶贫资金6000万元中
拿出3000万元用作电子商务扶贫，使
电子商务扶贫工作不断向农村推进，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贫困农民在
2020年通过电子商务扶贫的手段实
现脱贫的目的。在市县商务部门的推
动下，我市强力促进电子商务与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了
贫困农户创业型、能人大户引领型、龙
头企业带动型、乡村干部服务型等电
商精准扶贫模式。全市通过建立贫困
县“一村一品，一县多品”的农业发展

生产模式，注重市场主体的培育，大力
发展特色农产品，逐步在邵阳打造形
成一批地标性特色农产品品牌。同
时，我市积极引导本土企业发展电商，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培育出了一品洞
口、窝窝团生鲜等一大批本土电商企
业，为电商扶贫的快速推进注入活力。

为了打通电商扶贫的最后一公
里，我市八个扶贫县市按照扶贫办建
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户的情况，首批
确定278个贫困村、80个贫困户做为
电商扶贫对象，通过县建中心、村建站
的电商模式，把电子商务工作不断的
向农村推进，形成了资金跟穷人走、穷
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项目走、项目
跟着市场走，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农民
发展订单式农业的电商扶贫新模式。
有了这些根植于农村的电商扶贫服务
站，邵阳的农产品真正联通了世界。

“有了电商平台，农民的收入真的
提高了。比如去年，城步的杨梅只有5
元钱一斤，现在我们可以卖到9元一
斤，一个村的农民就因此增收了40万
元。城步高山萝卜，去年3毛钱一斤，
今年通过电商平台，卖到9毛，10万斤
萝卜，农民可以增收6万元。”杨克勤
表示，今后我市还要加快电子商务产
业园建设，借力淘宝、天猫、京东等国
内营销平台和物流企业，拓宽网络销
售和服务平台，电商的理念深入农村
后，将真正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利器。
（记者 宁煜 通讯员 欧阳国江）

10000家网店助推我市农产品飞向世界
电商扶贫建奇功，十万农民得实惠

宝庆工业集中区创业中心自2009年成立以来，已孵化毕业企业36家。其中
湖南倍茵卫生用品有限公司通过近4年的孵化培育，现有6条尿片、尿裤先进生
产线，年产量达2亿片。2015年该企业实现总产值8000万元，实现利税700多万
元，从业人数220余人。图为该企业生产现场。 童中涵 张弓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