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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军 黄栋阳 宁煜

有这样一个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就注定
不平凡，7.7元的第一份收入，短短几年间，企
业产值就迅速增长了千万倍……它就是由

“轮椅上的铿锵玫瑰”、城步“最美苗乡姑娘”
杨淑亭创办的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看到七七科技公司的今日盛况，最开心
的不仅仅是法人代表杨淑亭和她身边的员
工，还有默默支持企业发展的中国建设银行
邵阳分行行长杨开启和城步支行全体员工。

“以前我们怕资金不够，不敢大量地接订
单，以致产量不上去，员工收入也一直保持较
低水平。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建行的流动资金
贷款，现在我手头资金充足，有底气采购机
器，加大产能投入，营业收入在原来的基础上
翻了好几番，员工收入也大幅增加。”七七科
技公司总经理杨淑亭高兴地向建行邵阳分行
行长杨开启介绍企业的可喜变化。

牵线搭桥巧融资

要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
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2017年11月至12月，建行邵阳
分行积极响应国家普惠金融的要求，以杨开
启为代表的建行人先后 3 次来到七七科技
公司进行调研，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创新精
准扶贫、对口扶贫思路和企业融资方式，实
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建行在同业中率先推出了小微企业“助
保贷”业务，创新了银政合作服务小微企业
新模式，即地方政府和建行共同筛选企业组
成“小微企业池”，由政府提供的风险补偿资
金和企业缴纳的助保金共同组成“助保金
池”作为代偿保障，建行按照风险补偿资金
的一定倍数发放贷款，用于支持小微企业生
产经营周转。

在建行邵阳分行的指导下，建行城步支
行成功与县政府签订“助保贷”业务合作协
议，顺利搭建“助保贷”平台，为城步工业园
内几十家企业带来福音。

“助保贷”产品的推出，有利于实现多方
共赢：一是小微企业融资门槛降低，贷款可
获得性大大提高。过去，很多小微企业特别
是轻资产、处于成长期的小微企业，往往因
无法提供足额抵质押品被银行拒之门外。而
申请“助保贷”的企业，只需提供一定比例的
助保金及部分抵质押品即可获得全额贷款。
二是提升产业政策和信贷投向的契合度。政
府可以“定向”扶持符合政策导向的小微企
业，更有效地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当年，建行城步支行根据企业实情和实
力，向七七科技公司发放了495万元流动资
金贷款。

综合服务共发展

发放贷款仅仅是服务的一部分，建行城
步支行领导班子还从企业的资金结算、工资

发放等方面配套建行的金融服务，以企业为
整体，构建金融生态圈，全方位、多角度服务
好实体企业，为企业排忧解难。同时，专门为
企业开立外汇结算业务，配备外汇金融服务
人才，支持企业外汇业务又好又快发展。

七七科技公司是一个特殊的企业，该企
业有30多名残疾员工。考虑到残疾员工出行
不便，建行城步支行营销团队特意组织人员
上门服务，批量办卡，主动为他们开通手机银
行，并免除年费、工本费等费用。同时，为他们
讲解金融理财知识，让他们不仅挣到钱，而且
知晓如何更好地“钱生钱”。此外，建行城步支
行还为该企业开通代发代付、资金池等业务，
配备收单POS机、转账结算卡、自助对账卡，
解决了企业财务管理难题，也让会计免于来
回奔波于银行与企业之间，基本实现业务的
线上自助，实现资金的体内循环。

据悉，下一步，建行邵阳分行将进一步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精准获客、“新一
代”精准营销、推广“云税贷”和“抵押快
贷”产品，以往困扰银行的小微企业信息
不透明及客户群体广、小、杂的难题可得
到有效缓解。同时，将以大型企业为系统
服务切入点，批量化拓展其上下游小企业
客户，为整个供应链提供线上金融支持，
并将继续以金融科技为支撑，聚合客户、
接入场景、集成数据，打造面向市场和客
户的普惠金融交易与综合服务平台，构建
普惠金融新模式、新生态。

扶 企 克 难 共 迎 春
——中国建设银行邵阳分行金融扶持湖南七七科技公司侧记

本报讯 为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统一小规模纳
税人标准的税收新政，5月23日至24日，双清区国税
局、地税局联合对辖区内的1000余户纳税人开展增值
税新政专题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专家讲师及业务骨干进行联合授
课，为纳税人重点介绍深化增值税改革的背景、改革的
实施进程及重要意义，并围绕新政解读、申报表填写方
法以及比对规则变化等内容进行讲解。

6月是新政实施后的首个申报期，为进一步推进
增值税改革，双清区国税局、地税局将继续开展后期培
训辅导工作，通过电话、微信公众号、税企微信群等多
种方式为纳税人答疑解惑，并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纳税辅导服务，确保纳税人对税收优惠政策应
知尽知、应享尽享。

（罗俊 刘颖慧 蒋圆媛）

专题培训促税收新政落地生效

本报讯 5月14日，邵阳农村商业银行
茶元头支行配合茶元头派出所民警及时制
止了一起电信诈骗行为，为受骗的罗女士保
住了近30万元的血汗钱。

当天上午，邵阳农商行茶元头支行接到

茶元头派出所的警情通报：有一位罗姓女士
掉进了电信诈骗的陷阱。该行立即在工作
群里进行情况通报，要求柜员密切关注，如
果发现罗女士前来转款要立即阻止，以保客
户资金不受损失。

据了解，不法分子冒充公安民警，用恐吓
威胁的方式告知罗女士牵扯到一起“金融犯
罪案”中，要求她配合调查，然后一步一步地
将她引诱到精心设计的陷阱中。幸亏该行工
作人员高筑客户资金安全“保护墙”，和公安
民警及时出面制止，才让不法分子没有得逞。

该行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接到陌生人的
电话要保持警惕，核实真伪，不要轻信他们
的话。遇到涉及个人资金方面的问题，在紧
急情况下可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咨询银行
工作人员，谨防电信诈骗。（罗俊 文春艳）

邵阳农商行筑牢客户“保护墙”
配合民警及时制止一起电信诈骗行为

本报讯 5月23日，华融湘江银行邵阳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黄渊柏率领该行党员干部到挂点扶贫村
——邵阳县下花桥镇双江村，与邵阳路桥公司党委、双
江村党支部共同开展了“精准扶贫，你我同行”主题党
日活动。

在走访贫困户时，黄渊柏表示，华融湘江银行邵阳
分行将加大金融扶贫力度，为有市场潜力的脱贫产业、
诚实守信的创业贫困户提供信贷支持，助力双江村打
赢脱贫攻坚战。在与当地村干部的交流沟通中，他提
出加大荷田的种植面积、尝试发展旅游项目的建议，并
表示可结合双江村的板蓝根、油茶等特色产业开展后
期合作。

据悉，华融湘江银行邵阳分行在扶贫领域一直持
续发力，先后在8个扶贫村开展驻村帮扶，设立9家金
融扶贫站，为贫困地区累计发放油茶贷、生猪贷、创业
贷、两权抵押贷等扶贫贷款近1亿元，为困难家庭累计
捐助帮扶资金70余万元，援助新农村建设资金85万
元，并联合团市委连续开展“华融湘江银行·绿色助学
行动”，累计出资78 万元帮助260 名贫困学子完成学
业，充分展现了该行“践行责任，奉献爱心，回报社会”
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内涵。 （宁煜 钟军）

金融扶贫扶产业帮创业

罗俊 刘剑

“我这些鱼全部由江西、上海、贵州等地
的代理商负责销售，不愁没有销路……”5月
21日，隆回县荷香桥镇开智村14组村民刘
俊华说。40多年来，刘俊华在拼搏的道路上
屡遭挫折，他却越战越勇，终于在水产养殖
市场闯出一条路。

今年 62 岁的刘俊华因为儿时家贫，15
岁就辍学回家。此后，勤劳肯干的他做过红
薯糖生意，养过蛇，做过搬运工，还承包过公
路修建工程。2008 年，他在村里承包了 260
亩地种植甘蔗，不料遭遇冰灾，导致大部分
甘蔗被冻坏，损失惨重。

正当刘俊华调整心态再出发、逐渐走出
亏损泥潭之际，一场大病让他的肺部被切除
三分之二，妻子也因病住院。这些都没有击

垮刘俊华，他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没有过
不去的坎”。

2012 年 10 月，身体恢复较好的刘俊华
重拾信心回到家乡，用多年积蓄开始养鱼。
他购来增氧机、调料机、抽水机等设备，硬化
渔场周边水泥马路，从广东引进草鱼、鲫鱼、
罗非鱼、甲鱼等进行养殖，还四处向农业专
家学习养殖技术。经过不断摸索，他终于掌
握了整套养殖流程和技术。

“最苦的是2014年，好在自己又一次熬
了过来。”刘俊华说，那年8月，因为突发洪
水，渔场被冲垮，很多草鱼流入河中，造成经
济损失30万元。后来他在修渔场的过程中，
还被树砸伤右腿，所幸并无大碍。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
经历种种挫折后，刘俊华的付出终于获得了回
报。如今，他通过不断地积累经验，改良养殖技

术，渔场越做越大，一年纯收入达40万元。
事业步入正轨后，刘俊华有了更深远的

打算：发展壮大渔场，带领周边贫困户脱贫
致富。去年，他成立了隆回县宏伟水产养殖
专业合作社和宏伟家庭农场，帮助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业，让他们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

开智村75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罗秋华
年老体弱，妻子也患有多种疾病，儿子从小
体弱多病，不能干重体力活。在刘俊华的带
动下，罗秋华每天给渔场割鱼草、喂鱼食，
每月能领到 1800多元的工资，一年增收近
2.2万元。

“我准备再次扩大渔场规模，提高养殖
产量，并在渔场周边开办生态养鸡场，带动
更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争取让他们过
上好的生活。”历经磨难，初心不改，这是刘
俊华对父老乡亲的承诺。

刘俊华：长风破浪 以水生财

本报讯 5月23日，记者从隆回县第九次政府常务
会上获悉，该县将建立油茶产业发展基金、油茶贷款贴
息补助机制和油茶保险补助机制，以扶持油茶产业做
大做强。

自2015年起，隆回县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全县共发
展油茶面积11.86万亩，其中老油茶改造近3万亩，新造
良种油茶8.86万亩，该县财政累计投入资金3762万元。
如今，油茶成为该县产业扶贫的支柱产业，七江镇坪南
村、南岳庙镇花冲村等村均把油茶产业定位为精准扶
贫的主导产业，鼓励贫困农户直接参与基地建设。三溪
等油茶合作社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的运营模式，贫困
户用土地入股，参与油茶林经营收益的分成。目前，全
县共有4050户贫困户自主种植油茶，面积达11800亩；
参与油茶基地土地流转受益户2379户，流转面积5360
亩。此外，油茶产业建设还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全县共有4605名贫困人口到油茶产业建设基地务工。

据悉，因土地流转难等问题制约了油茶产业发展，
该县将安排2000万元建立油茶产业发展基金，建立油
茶贷款贴息补助机制和油茶保险补助机制，进一步解
除油茶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记者 肖 燕 通讯员 杨贵新 曾祥云 伍玉华）

“一基金两补助”

为油茶产业“造血”

5月20日，隆回县小沙江镇金峰猕猴桃专业种植
合作社负责人刘道炼（中），正在苗木基地向客商介绍

“徐香猕猴桃”品种特性。刘道炼利用自己掌握的苗木
嫁接培育技术，以基地为示范平台，采取“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的“传帮带”运作模式，嫁接培育各类优质
猕猴桃苗木近20个品种，带领一批贫困农民通过务工
和发展苗木产业脱贫致富。 贺上升 摄

5月29日，市妇联、市
女企业家协会联合组建

“爱心妈妈”志愿队，到隆
回县山界回族乡山界九年
义务制学校开展庆“六一”
关爱留守儿童爱心捐赠活
动。“爱心妈妈”们为该校
学生送去书包和水彩笔，
为学校捐赠、安装了一套
空气能热水系统，解决了
寄宿生用热水难的问题，
还为 10 名贫困留守儿童
各捐赠 2000 元的爱心助
学款，并承诺帮扶他们完
成初中学业。

罗 俊
杨志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