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
审稿：曾世国   责编：易桂媛    版式：肖丽娟    总检：魏谦2025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一

(上接 1版）

“除了资金上的大力支持，更感谢中行为我们企

业‘量体裁衣’，提供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方案。”邵虹玻

璃财务总监皮展说。在 2022 年，中国银行邵阳分行率

先与邵虹玻璃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提供跨境结算、

信用证等一系列金融支持。这场合作，对于当时刚刚

起步、资金需求巨大的邵虹玻璃来说，无疑是一场“及

时雨”。

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

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我市及时向金融机构推介企

业融资项目，向企业宣讲金融政策、金融产品；金融机

构积极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建立紧密

合作关系，搭建多方交流合作平台，同时根据企业实

际需求，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提供个性化的信贷

支持，金融的“活水”精准滴灌邵阳实体经济。

2024 年，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分行累计新发放

再贷款再贴现 42.2 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融资成本稳步下降，累计为各类市场

主体节省利息支出 8.87 亿元，为企业节省利息支出

2.60 亿元；融资对接专项行动深入开展，累计为 653

户科技型企业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21.93 亿元。各

大金融机构以最大力度、最大限度为实体产业注入

“源头活水”，实现了以金融之力赋能产业之进。

产融一体化深度演变：资本要素的聚变效应

“去年我们凭借 17 项核心专利技术作为质押物，

成功从中国农业银行邵东市支行获得高达 4120.8 万

元的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湖南东亿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书奇说。这次融资刷新了邵阳市以

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历史纪录，也是邵阳产融双强深

度发展的生动体现。

产业是金融的根基，金融不断为产业“输血供

氧”。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银行机构不仅

精准化为企业提供优质金融产品，还入企入园走访、

助企解困，提供政策宣讲和优质服务，“内卷”式推动

整个产业链的高速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分行积

极探索建立“再贷款+”模式，单列 10 亿元再贷款、再

贴现专项额度，引导邵阳市银行机构为包括打火机、

小五金等特色轻工产业在内的重点产业链发放优惠

利率贷款，有效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中国工商银

行邵阳分行积极响应邵阳县发展需求，围绕茶油产业

等重点产业项目，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为产业发展、

园区建设、中小微企业培育等提供金融助力；中国建

设银行邵阳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邵阳分行等金融机

构结合自身优势，为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提

供大额信贷支持，推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完善……

这些金融创新的“邵阳解法”，正是贯彻“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鲜活注脚。

金融是产业的血脉，让产业焕发生机。2024 年，

全市七大产业链实现总产值 3342.4 亿元、增长 8.3%，

特色轻工产业实现产值 1050 亿元，累计打造省级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8 个、全省第一，省级产业集群 9

个、全省第三。实有经营主体 55.48 万户、全省第四，在

库规模工业企业 1841 家、全省第四。

金融春风浩荡处，正是邵阳腾飞时。一项项亮眼

的成绩，正是习近平总书记那句“金融活，经济活；金

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

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的生动诠释。金

融与产业“比翼齐飞”，邵阳实体经济发展必将迎来高

质量发展新浪潮。

金融水暖“企”先知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王 秀 丽 

通讯员 陈名慧） 3 月 28 日，我市以

“个人养老金 为您添保障”为主题，

在全市范围内同步开展了第十一届

“12333 统一咨询日”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群众提供“零

距离”政策解读与业务办理指导。

本次活动形式多样，在全市社保

经办大厅、乡镇（街道）社会事务活动

中心、个人养老金参与金融机构营业

点等多个地点，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

众解答个人养老金的相关问题，耐心

细致地指导群众开立账户、缴纳费用

以及领取待遇等操作流程。同时，活

动还走进企业、社区和银行网点，通

过上门服务的方式，将个人养老金政

策宣讲送到基层一线。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拿着精美的宣传册，逐一向

市民发放，并耐心地进行政策讲解。

市民李女士仔细阅读宣传册后说：

“以前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了解不

多，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才算

是真正明白了这个政策的好处。”

活动当天，线上直播也同步开启。

在直播间里，专家们通过案例场景解

析和互动问答体验，帮助市民算清了

“养老账”，打消了“不会办”“不敢投”

等现实顾虑。直播中，网友们积极参与

互动，纷纷留言表示受益匪浅。

此外，活动还邀请养老保险业务

专家做客 12345 热线，为全市广大群

众提供咨询服务。据统计，本次活动

市本级共发放宣传资料 1800 余份，服

务群众 600 余人次，协助 12 位市民开

设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吸引 1200 余人

参与直播观看。

精 准 宣 讲
帮市民算清“养老账”

在这个习惯以年龄定义可能性的时代，杨小

飞的故事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那些早早给

自己设限的人。41 岁，在许多人的认知里，是安

于现状的年纪，是接受“这辈子就这样了”的节点，

但她偏偏选择在此时重新定义自己。

当别人抱怨资源匮乏时，她看到的是互联网

里的无限商机；当同龄人感慨“学不动了”，她却把

放羊的山路变成练习口语的课堂。这种突破，与

其说是能力的飞跃，不如说是思维惯性的突围

——行业的局限、地域的壁垒、年龄的焦虑，往往

最先存在于我们的认知里，而非现实中。

杨小飞的“自学英语”或许不够标准，但恰

恰是这种带着泥土味的尝试，揭示了最朴素的

真理：改变从来不问时机是否成熟，只问决心是

否足够。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环境，而是那个

从未尝试突破的自己。

2013 年，杨小飞和丈夫结束打工生涯回到家乡

养羊。夫妻俩怎么也没想到，这条返乡创业路会如

此艰辛。“那时候我们守着 100 多只黑山羊，将羊肉

挂去市场卖，却没有销路，大家都不相信我的山羊

品质。”杨小飞回忆道，“丈夫 365 天全年无休都守在

羊圈了，我下定决心要蹚出一条新路。”

这条“新路”始于一部智能手机。2020 年，杨小

飞开始尝试用短视频记录自家山羊的生长过程，也

分享生活中的趣事。从最初笨拙地拍摄，到后来慢

慢地适应镜头，她的坚持渐渐有了回报。“我的视频

被周边的商家和养殖户看到，他们私信我后台问

价。当然也有一些线上订单，我们快递发去。”就这

样，一个普通农妇用最朴实的记录，打开了山羊肉

稳定的销售渠道。现在，杨小飞的山羊每年都早早

地被预订完。

“有人说我这个年纪学英语是作秀。”杨小飞抚

摸着卷边的英语笔记本，眼神坚定而明亮，“我会坚

持学习英语，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我也想证明，我是

真的想要实打实地蹚出一条新路来，通过互联网让

我家的黑山羊‘走’得更远——不仅要卖到城里人的

餐桌，还要让外国朋友也尝尝咱们邵阳的山羊肉。”

●“实打实蹚出一条新路，

让我家黑山羊‘走’得更远”

“Hello everyone! I am Xiaofei. Today is 

my 54th day of learning English……”手机镜

头前，杨小飞用带着乡音的英语向网友介绍羊群。

这段发布于今年 3 月初的短视频，已在抖音获得不

错的反响，而触发她自学的契机，源于去年年底刷到

的一则新闻：广东茂名农妇陈丽容通过学英语打开

荔枝销路。

“突然就被点醒了，人家能靠英语卖荔枝，我为

什么不能？”她翻出儿子陈旧的英语课本，就此开启

“牧羊人学外语”的旅程。

仅有高中学历的杨小飞说，自己的英语学习之

路是“摸着石头过河”：放羊时跟着 App 练发音，做饭

时听英文播客，晚上钻进抖音英语直播间连麦对

话。即便把“vegetable”读成“歪居特波”，她仍坚持

用“散装英语”与网友交流。“学英语和放羊一样，急

不得。”她对着镜头展示满是标注的笔记本，“这个年

纪从头再来，需要比年轻时多十倍的勇气。”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杨小飞笑

着说。她天不亮就起床做早饭，赶去 1 公里外的羊

圈给丈夫送餐；回村处理完公务后，又马不停蹄地帮

公婆干农活；傍晚赶羊归来，还要雷打不动地背 10

个单词。她的英语笔记本上，每个单词旁边都画着

形象的图案：“goat”旁边是自家黑山羊的简笔画，

“grass”旁边是几根小草。这种“土味记忆法”让她的

英语水平在短短几个月内快速提升。

●“人家能靠英语卖荔枝，我为什么不能？”

“goat！goat！g-o-a-t！”3

月 20 日上午，邵阳县黄亭市镇

金坛村的田野上，41 岁的杨小

飞一边大声背诵她前一天学习

的单词，一边带领着羊群前往青

草丰茂的山坡。洪亮的诵读声

和头羊脖子上铜铃的响声交织，

谱写出一曲别样的乡村晨曲。

褪去“牧羊人”的粗布衣

衫 ，杨 小 飞 还 有 另 一 重 身 份

——金坛村的党建专干。作为

村干部，她日常奔走于田间地

头、村舍院落，整理档案、组织

学习、调解村民事务，可那些按

部就班的工作轨迹里，总跳跃

着不寻常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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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羊时放羊时，，杨小飞总随身携带英语学习资料杨小飞总随身携带英语学习资料。。

放羊间隙，杨小飞认真自学英语。

3 月 25 日，交通银行邵阳分行在大祥区中心街道开

展存款保险宣传，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一对一解读存款保

险知识，让居民进一步提升金融安全意识。 

          邵阳日报通讯员 罗晶 摄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刘 波 

通讯员 李阳） 3 月 30 日，第九

届湖南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

在我市举行，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

的 31 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为公

众呈现了一场兼具知识性与趣味

性的科普盛宴。省地震局党组书

记、局长韦开波，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龚红果出席。

本次大赛由省地震局主办，市应

急管理局、市地震局、湖南省地震局

信息中心（应急服务中心）承办，旨在

向全社会进一步宣传防震减灾科学

理念，普及防震减灾科学知识，提升

公众应急避险技能和自救互救能力，

推进全省防震减灾工作高质量发展。

活动中，选手们通过“我秀科

普”个人展示和“我讲科学”自主

命题讲解，充分展现了湖南省防

震减灾科普人才队伍的多元化与

专业性，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作为湖南省防震减灾领域的

年度品牌活动，本届大赛自启动以

来，吸引了深耕防灾减灾一线的技

术专家、擅长科普传播的讲解员以

及热爱防震减灾事业的科普志愿

者等超过 300名选手参与。

经过评委综合评定，常德市地

震局选送的选手姚茜群荣获大赛一

等奖。现场还决出大赛二等奖2名、

三等奖5名、优胜奖23名。据悉，湖

南省地震局将择优推荐选手代表我

省参加第九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讲

解大赛。

传播防震减灾好声音
  第九届湖南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在

邵阳落幕 韦开波龚红果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管菱莉 张紫嫣） 3月

27 日，记者从市自来水公司第

一季度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上获

悉，自 4 月 1 日起，该公司将面

向全体员工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 人 人 讲 安 全 隐 患 随 手 拍 

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活动，

通过广泛征集安全隐患“随手

拍”作品和安全生产“金点子”，

全面排查整治公司安全生产风

险隐患，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向好。

过去一年，为夯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市自来水公司成立

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通过组织各

部门及全体员工签订安全生产

责任书、邀请专家开展安全讲

座、开展消防器材应急演练、举

办安全知识网络竞赛、完善水厂

安全生产配套设施建设、开展项

目工地突击检查等举措，筑牢安

全生产防线，实现了技防智防水

平稳步提升、安全要素保障更加

到位、职工安全意识显著增强。

    (下转 4版)

市自来水公司

“随手拍”推动安全隐患随时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