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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黄茜茹） “感谢隆
回农商银行的帮助，这笔贷款
为我们公司减轻了不少压
力。”3月20日，湖南盛世丰花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张女士发出由衷的感谢。

疫情防控期间，该公司
扩大产能，向一线源源不断
输入防疫医药品，这时公司
在资金周转上遇到了难题。
隆回农商银行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开通绿色通道，为企业

提供贷款服务，短短几天内
就将贷款资金打入到了该公
司的银行账户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隆回农商银行全力配合抗疫
工作，为防疫物资、生活保障
物资生产销售企业提供专项
贷款与金融服务，目前已经发
放“小微企业贷”26笔，共计金
额9452万元。

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对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
该行主动调整还款计划、结息

方式，并给予利息优惠政策，
缓解企业还款压力，助小微企
业走出经营困境。

春耕时节正是农户急需
资金的时候，隆回农商银行
结合“普惠金融，党建共创”
行动，对资金需求量大的农
户开展短信问候、电话回访
服务，全面了解他们的诉求。
同时，加强与各村对接，摸清
优质农户、种养大户、家庭农
场和专业合作社的底子，为
他们提供一对一的服务。该
行推出免抵押、免担保的春
耕信用贷，用简单快捷的金
融服务持续激发群众生产的
内生动力。

金融发力 速解融资难题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姚红） 3 月 23 日，我市一家
医药物流企业获得中国农业
银行邵阳市分行发放的 1000
万元贷款。该公司需要进购一
批医疗器械，农行邵阳分行在
接到信贷需求后，仅用3天时
间就把贷款发放到位。

为切实做好疫情期间金
融服务，农行邵阳分行对防疫
重点支持企业及其主要上下

游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下放
审批权限、优化业务办理条
件、简化审批流程、实施利率
优惠，并开通绿色通道，提高
办贷效率，为企业复工复产注
入金融“活水”。1 月 23 日至 3
月 14 日，该分行共发放支持
复工复产贷款9.7亿元。

农行邵阳分行主动对接
担保公司，推进银担合作，以

“惠园贷”为抓手，为市县工业

园区贷款需求在1000万元以
下的中小企业解决复工融资
难问题。同时，进一步畅通金
融服务渠道，丰富普惠金融信
贷产品，推进数字化转型，先
后推出了“纳税 e 贷”“抵押 e
贷””药商e贷”“教育e贷”“餐
饮e贷”等普惠金融信贷产品，
向全市68家小微企业发放企
业贷款4.69亿元，向182名小
微企业主发放贷款4865万元。

该分行还大力支持辖内
农业企业春种春播，为粮食、
生猪、油茶、脐橙、百合及化肥
农药、农资流通等相关企业和
农户提供金融支持，发放金融
精准扶贫贷款 3.8 亿元，包括

“惠农e贷”1.1亿元。

1月23日以来，农行邵阳分行累计发放复工

复产贷款9.7亿元

加速“贷”动企业复工复产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龚金玲）
自全市开展金融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暖春行动”以来，长沙银行
邵阳分行对照省、市重点保障企业名
单，成立专项行动小组，精准对接，仅
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为省重点保障
企业崀山果业投放800万元的流动资
金贷款，利率优惠至3.05%。

新宁县崀山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
拥有基地种植、保鲜储藏、采后处理、
冷链和贸易等多个实体经济的湖南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此前，该企业受
疫情影响，存在积货、滞销等情况，亟
需流动资金周转。得知情况后，长沙银
行新宁支行团队主动上门对接，为其
开辟绿色通道，在收集资料完毕后，通
过支、分行充分联动，仅用了 48 个小
时就完成授信审批和贷款发放，新增
流动资金贷款 800 万元，解决了企业
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全力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

长沙银行邵阳分行为新

宁县重点企业火速放款

“暖春”助企克时艰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塔区人社
局坚持全区就业工作“一盘棋”的理念，将
区、乡（街道）、村（社区）就业工作一体谋划、
一体部署、一体推进，打造“区、街道、村组”
三级招工队伍，引导劳动力安全有序返岗务
工，全力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区级抓统筹，当好招工“指挥员”

“得知我们企业用工困难，区人社局组
织了一场专场招聘会，解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邵阳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育
高告诉记者，3月13日，北塔区人社局把贫
困劳动力专场招聘会开进该公司车间，“点
对点、面对面”解决企业用工难和贫困劳动
力就近就业的问题。

北塔区统筹安排，成立区、乡（街道）、村
（社区）三级招工小分队，根据疫情防控实际
情况，分层次、分类别指导企业开展用工复
工。其中，区级小分队做好企业招工的“排头
兵”，组织制定“一企一策”复工用工保障方
案，建立重点规模工业企业、重点项目复工
复产台账，带头走访、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实
际问题，摸清规模企业用工缺口，分析研判

就业形势，为统筹推进稳就业和规模性失业
风险管控提供了科学指导。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用工、求职者就业，
该区人社局还整理印发了《疫情期间人社政
策细则摘编》，涉及减负、稳岗、扩就业等16条
政策，印发1000余份下发到企业、村（社区）。

乡级重协调，当好招工“联络员”

“请各村（社区）小分队负责人及时汇
总，报送今天的招工信息......”3 月 19 日 22
时，茶元头街道招工小分队负责人刘静颖在
微信工作群里发送了一条信息。很快，各负
责人就按照要求报送了相关招工信息。

北塔区 5 支乡（街道）招工小分队依托
乡（街道）和村（社区）基层就业平台，全面展
开摸底调查，摸清劳动者求职需求，同时全
面摸清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分门别类建立
劳动力台账，做到对症下药。

茶元头街道招工小分队还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招聘方式，为沐三村劳动力提供

“点对点”的精准就业服务，线上利用“湘就
业”公众号、“春风行动”线上招聘APP发布
企业用工信息，线下制作招工海报下发到村，

让村民通过扫码线上求职。短短半个月内，沐
三村贫困劳动力就业率就达到了95%以上。

村级乐“跑腿”，当好招工“主力军”

“邵阳市中恺钢化玻璃有限公司招普工
2名、发货员2名、文员2名，月薪2500元至
3500元……”3月20日，茶元头村招工小分队
队长聂勇正拿着待业村民联系表，挨个给村
里尚未就业的村民们打电话推介招聘岗位。

为了延伸招工服务“触角”，北塔区充分
发挥41支村（社区）招工小分队、“老乡招工
团”、农村劳务经纪人等招工“主力军”的作
用，在入户宣传防疫知识的同时，加大复工
复产宣传力度，第一时间将求职就业信息送
到村民手中。

同时，该区三级招工小分队密切配合，
采取包车直达等方式，开通农民工“返岗直
通车”，提供“家门到车门、车门到厂门”的就
业服务，组织农民工“点对点”输出。

截至目前，该区共组织召开 11 场招聘
会，提供送工专车 22 趟次，为全市企业新
输送劳动力 1106 名，全区劳动力返岗率达
到86%。

北塔区“三级三员”联动稳就业促复工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杨昌泉 邓洪都 程意君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谭向红
袁玉芬） 为了应对今年突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确保烟叶贷款及时发放，保
障万亩烟田春耕不受影响，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邵阳县支行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第一时间积极组织信贷客户
经理提早介入，做好贷款发放前准备
工作，开通绿色通道，及时将420万元
烟叶贷款全部发放到烟农手中。

邵阳县是烟叶种植大县，烟叶年
种植面积达万亩。近年来，该县每年
的烟叶种植贷款都由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邵阳县支行负责发放。“邮储银
行的贷款到账很及时，现在我们的烟
苗都已经顺利移栽至大田，进入大田
生长期，希望今年收成会更好。”种植
烟叶多年、年种植面积都在 50 亩以
上的邵阳县白仓镇三堆村党支部书
记胡社语说。

据悉，邮储银行邵阳县支行近10
年来已为全县烟农累计发放 5000 多
万元的烟叶贷款，服务烟农 1000 余
户，有力助推了烟农生产致富，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

信贷助力

万亩烟田起春潮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邹小艳）
3月14日，双清区渡头桥镇姚喆村的田间地头，村
民们正忙着栽种黄桃树苗。

该村境内有邵水河、淡雅溪两条河流经，优越
的地理环境，适合黄桃树的生长。

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介绍，发展黄桃产业，
有利于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调优农业产业结
构。该村通过推广黄桃标准化栽培技术，有效防止
因土地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
坏。而且，黄桃市场行情好、价位较高，深受消费者
青睐。它的成熟上市期是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
成林果园一亩的产值达万元。

村里结合黄桃产业现状，突出特色创品牌，按
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着力搞好
规划，加快发展速度。同时，还将扩大种植规模，推
进标准化进程，努力培植一批龙头企业，提升黄桃
市场竞争力，从而将姚喆村打造成全市黄桃示范
种植基地。

目前，该村以姚喆故居红色教育基地为中心，
计划利用3年时间在周边种植1000亩黄桃，实现

“一村一品”产业新格局。同时，以姚喆村农业综合
开发公司为龙头，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生产供应、
统一市场销售，以“公司+农户”的产销一体化模
式，推动姚喆黄桃走入寻常百姓家中。

春 来 种 黄 桃
产 业 发 展 忙

邵阳日报讯（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何雯
张利成） 3月19日，在新邵县寸石镇南岳村的香菇
基地大棚内，云新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蔡
青华对上门走访的县扶贫办工作人员连声道谢。受
疫情影响，该公司一度遭遇产品销售遇阻。该县扶
贫办通过推动消费扶贫，帮助该公司销售香菇65.5
吨，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位于新邵县寸石镇的云新高科主要从事食用
菌生产销售，是新邵县重点产业帮扶企业。该公司
与8225名贫困人口签订了委托帮扶协议书，与多
个贫困村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市场需求不旺、物流运输受阻，香菇销
售陷入困境。“近期我们通过对接各个单位的食
堂，陆陆续续在帮他们销售。清明节期间还将组织
十余家单位的工会，大批量采购。”新邵县扶贫办
工作人员李佑铭说。

为将疫情对农产品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新邵
县扶贫办多措并举为企业解困。一方面积极对接各
个单位工会和食堂，通过“内部消化”的方式销售农
产品。同时，积极开展信息化助农，通过将农产品推
送到贫困地区网络销售平台，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助力农产品企业走出困境。“前期，我办为5家企业
销售了价值304.8万元的农产品。清明节将继续联
合各单位工会采购，预计可为企业销售农产品1000
余万元。”新邵县扶贫办负责人黄雍纯说。

架 起 供 需 桥
解 决 销 售 难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刘元辉)
3月20日上午，一场特殊的“农副产品交易会”在

“国网湖南电力消费扶贫云售卖”微信群里火热进
行，订单纷至沓来。

这是国网湖南电力系统举办的第一场“扶贫
农产品进食堂云售卖”活动。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20个驻村扶贫队队长在群里推销各自帮扶乡村
的农副产品。2个小时的线上展销活动中，有28家
单位在群内下单抢购，共销售13类农产品1.8万
公斤，销售额达52万元。其中，新邵县坪上镇小河
村的高山木耳、鸭蛋等农产品已脱销。

为解决定点帮扶村农产品受疫情影响滞销的
问题，国网邵阳供电公司积极利用省供电公司举办

“云售卖”活动的契机，精心筹办了此次贫困村农副
产品专卖活动，助力村民增收。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不仅为村民缓解
了因农产品滞销带来的经济压力，也让其他公司采
购到新鲜、营养的爱心农产品，同时减少了农产品
销售中间环节，实现生产、流通、消费多方共赢。

扶 贫 云 售 卖
滞 销 变 热 销

●复工复产

3月20日，外出务工人员在洞口县火车站登上开往广东的免费务工专列，2趟车运送2209

名农村务工人员前往广州、虎门、深圳。同时，湘粤两地采取“点对点一站式”服务，务工人员到

达目的地后，将由当地人社部门统一接送到用工企业。 通讯员 滕治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