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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波

李嘉诚有句名言，30岁以前要靠体
力赚钱，30岁以后要靠“钱”赚钱。48岁
的刘阿姨就做到了靠“钱”赚钱。

刘阿姨，名叫刘秀兰。家住汽车南
站金泉小区，在小区是出了名的“财女”，
这些年，她依靠科学理财，使自己的家庭
资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刘阿姨曾是一名国企员工，前些年
看到不少同事下海经商，事业有成，她也
动过心，但毕竟单位的各种保障和福利
不错，所以她非常知足。迈入40岁后，
刘阿姨开始了家庭理财。

2008年，刘阿姨看好市区房地产市
场前景，拿出全部积蓄，向银行按揭贷

款，一次买了2套商品房。此后的两年，
尽管还贷压力较大，但心里充满希望。
从2010年开始，我市房价一个劲儿地往
上蹿，刘阿姨两套按揭房的房价也水涨
船高。2012年初，考虑银行贷款收紧利
率上调，贷款成本增加，于是刘阿姨便将
两套房子全部出售，提前还了贷款。这
样，刘阿姨当初投资的30万元一下子变
成了60万元！

有了60万元的积蓄，刘阿姨觉得存
在银行利息太少，于是她便琢磨起了其
他投资门路。2013年初，理财市场上不
断推出信托和开放式基金，刘阿姨拿出
了20万元分别买了两年期信托和开放
式基金。不久前，信托产品到期兑付，基
金的累计净值在经历涨涨跌跌之后也达

到了1.07元，这样算起来，两年时间她共
实现理财收益5.8万元，平均每年收益
2.9万元。尽管每年都有固定收益，刘阿
姨 觉 得 还 是 投 资“ 实 体 ”更 对
路。

2015年，刘阿姨的一个亲戚承包一
条干线公路，但由于缺乏周转资金，影响
了运转。于是刘阿姨主动找到这位亲
戚，投入80万元资金，在确保资金可随
时撤回的情况下，每年享受20%的分红。

为了防范投资风险，刘阿姨想了个
万全之策，亲戚有一笔数额不菲的债权，
债务风险较小，刘阿姨和亲戚协商80万
元借款以债权做抵押，并通过律师办理了
相关手续。这样，亲戚盘活了融资资源，
取得了经营资金，刘阿姨在避免风险的前
提下增加了投资收益，2016年刘阿姨获
得了分红16万元。如今，在理财上取得
成功的刘阿姨，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当别
人问及她的成功经验时，刘阿姨这样说
道，“保持乐观的心态，看准了就投。”

刘阿姨的理财经

本报讯 提升金融扶贫的精准度
和有效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措施之一，邮储银行邵阳市分行认真
履行社会责任，助力地方政府推进金
融精准扶贫。

在政策和资源上支持着力，推进
精准扶贫深入。该行承诺在“十三五”
期间，向邵阳市 8 个省级扶贫重点县
（市）信贷投放不低于15亿元，到2017
年底建成金融扶贫站186个。一方面
实现资源倾斜，该行通过加大信贷系
统内部资源调剂力度，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贷款执行优惠利率，从授信审查，
资金调度，绩效考核等方面对贫困地
区给予优先支持，建立“绿色通道”，提
高扶贫信贷审批效率。另一方面，完
善“三农”服务机构。2016年共建成72
个服务站。该行进一步联合邵阳市邮
政公司共同推进金融扶贫站点建设，
在原有金融服务功能基础上，加载邮
政、物流、电商等功能，凸显普惠金融
特色。

在投放产品着力，满足扶贫的资金
需求。定制差异化产品。该行先后开
办了烟农、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贷款、

农机购置补贴贷款等新产品，根据客户
的差异化需求，开展贷款产品要素调整
达20批次。创新扶贫贷款。推出“惠
农易贷”小额扶贫贷款新产品，扶贫贷
款贫困农户利率实行同档贷款基准利
率，目前已成功放款126笔，金额629万
元。目前，“惠农易贷”小额扶贫贷款+

“财银保”精准扶贫贷款这两个专项扶
贫贷款授信达3000万元，放款2000万
元，到年底将实现1亿元的信贷投放。
加强平台搭建。该行已与市就业局、市
扶贫办、财政局、市团委、市科协、中储
粮等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还通过与
市团委、市经信委举办了两届全市创富
大赛，积极扶持地方小微企业发展，支
持了一批个体工商户、大学生、妇女和
返乡农民工等优秀创业者，实现了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在行业扶持上着力，以点带面推
进产业扶贫。该行主动通过产品转型
扶持县市经济特色化，做好“一县一
品”、“一行一品”，围绕各地经济特点，
抓好特色项目，重点支持地方形成具
有当地经济特色的支柱产业。如隆回
县支行对百合种植户和经销户批量投

放贷款8600万元，对金银花种植户和
经销户批量投放贷款7100万元，新宁
县支行对脐橙种植和经销户批量投放
贷款4200万元，绥宁县支行对木材加
工行业投放贷款2300万元，洞口县支
行对水稻种植行业投放2000万元。

在优质便捷服务上着力，提升农
村综合服务水平。面向农村地区，先
后推出了代收农电费、水费等，代发城
乡低保金、退耕还林款、农业烟叶收购
款等十多项惠农业务，年代发量超过
400万笔，发放金额约50亿元。通过在
乡镇以下农村地区安装固话设备，为
农民提供“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及余
额查询服务，形成了“政府满意、商户
乐意、农户如意”的多赢局面。率先在
农村地区建成开通电话银行、网上银
行、电视银行、手机银行等，让广大农
民共享现代化金融服务。还在乡镇增
加了公益事业缴费等多项服务功能，
降低农民办理支付业务的时间成本和
交通，真正实
现“为民服务
零 距 离 ”。

（申 巨）

邮储银行邵阳市分行着力推进金融精准扶贫

本报讯 5月17日，康女士来
到市企业养老保险处办事大厅，办
理养老保险个人部分补缴业务，并
对其投诉案件的处理结果表示感
谢。

康女士原是邵阳市女子职业
学校的聘用教师，学校一直未为其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2016年6月，
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处接到了康
女士对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未为
其依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投诉，
经过调查取证，邵阳市女子职业学
校从2008年9月至2015年12月一
直未按法律要求为康某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该处依法向邵阳市女
子职业学校下达《社会保险限期缴
纳告知书》，但是，在规定的期限

内，单位未履行缴费义务。于是，
2016年9月，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
处向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大祥区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0 月对该单位依法作出行政裁
决，裁定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依法
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由于单位
拒不配合，2017 年 5 月 9 日，通过
大祥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强制执行，
将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应补缴的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部分和滞纳金
共68331.4元执行到位。

近年来，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
处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要求，依法
处理基本养老保险的投诉举报案
件，维护了劳动者权益。

（赖胤先）

市企业养老保险处
落实一起养老保险投诉案

本报讯 5月17日，全市45名优
秀的创业培训讲师汇聚一堂，参加为
期五天的赛前培训市级选拔赛，全力
备战“全国创业引领者专项活动暨创
业培训讲师大赛”。

本次大赛由邵阳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主办、邵阳市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局承办，本次创业培训讲
师大赛以“创业培训，创新引领”为

主题。大赛赛制设置分为两个竞赛
内容：个人综合能力和课程设计作
品。本次选拔赛将从个人综合能力
竞赛中，选拔2名优秀选手晋级省级
决赛。课程设计作品竞赛为单项奖
竞赛，将决出全市优秀课程设计作
品奖，并选送3件优秀作品参加省
级决赛。

（刘松乔 蒋岳峰）

我市创业培训讲师大赛吹响集结号

本报讯 5月8日，华融湘江银
行邵东县支行行长李荃来到邵东县
水东江村部分贫困户家里，为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该行根据不同贫困
户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和措施，全力帮助他们脱贫。

该行根据特困户的家庭背景，
为其争取政府和社会救助。如87
岁的曾老，大儿子因病已丧失劳动
能力。该行多方联系，为其争取优
抚军人费用。65 岁的申老，因病
瘫痪多年，其女远嫁，儿子失踪，完
全没有经济来源，该行全力为其争
取民政救助和社会捐助。该行还
积极帮助贫困户的子女介绍工作，
为贫困户重建“造血功能”，从根本
上摆脱贫困。63 岁的曾老，年事

已高且患有高血压、心肌梗塞等多
项疾病，不宜从事工作，但其儿子
有木匠手艺。该行通过了解，邵东
县城建筑工地的木匠每月工资三
千，通过多方协调介绍，为其儿子
介绍了工作，基本解决了这个家庭
的日常生活开销。

该行收集未参保农村医保的
名单，与村委干部商量为其参保农
村医疗保险，扩大农村医保在贫困
户中的覆盖面，争取解决农村特困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不敢看的现
状。如 63 岁曾老，每月看病开销
至少为一千元，而农村医保最高报
销比例达百分之九十，这为其节约
了不少钱。

（伍 慧）

华融湘江银行
积极为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讯 “多亏农行的驻村扶贫，
我们村这路以前是泥巴路，一下雨就
泥泞不堪，现在农行给修好了，三米宽
的硬化水泥路面直接通到了每个组，
路灯安上了，村村响广播和无线网络
也实现了全覆盖，我们离小康生活不
远了！”5月8日，洞口县黄桥镇梅塘村
的村民邱从洋在和乡亲们谈论着自己
村里发生的变化。近年来，农行邵阳
分行在全面摸清我市8个贫困县县情
的基础上，打出金融扶贫“组合拳”，不
断提升服务“三农”的能力和水平。

信贷扶贫，助农致富。农行邵阳
分行将信贷扶贫作为突破口，先后与
邵阳县、武冈市、隆回县、邵东县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提供专门的信贷额度
支持。其中，该行在邵阳县大胆引入
政府增信模式，开发油茶贷款，促进了
邵阳县油茶产业的腾飞。截至2017年
3 月底，该行新增投放油茶农户贷款
5800万元，油茶项目贷款3亿元，带动
近2000户脱贫奔富。“还是农行好，帮
助我进城买了房，实现了安居梦。”在

县城打工的高坪镇村民袁五林高兴地
说道。近年来，为了支持农民进城买
房，有效拓宽扶贫范围，农行邵阳分行
适时推出了“农民安家贷”等贷款品
种，帮助广大农民进城买房。截至
2017年3月底，该行“农民安家贷”累计
投放22.58亿元，让8000多户农村家庭
实现住房梦。

产业扶贫，造血富民。“农行的
300 万元贷款真是‘及时雨’，解决了
我眼前的资金难题。”隆回县高坪镇
山 峰 农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江 怀 军 说
道。原来邵阳农行去年对其发放了
300 万元“财银保”贷款，让他缓解了
春耕资金紧张的“燃眉之急”，顺利承
包及流转了 6000 多亩集体土地来种
植优质稻，而且一年下来增加了 400
多万元的收入，日子是越过越好。截
至今年 3 月底，该行在 8 个贫困县的
涉农惠农贷款新增 8.25 亿元，有效支
持辖内 131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的发展，带动3000多个贫困农户家庭

就业，实现贫困户捆绑脱贫和在家门
口就业脱贫。该行还大力推行“政府
购买服务”贷款，已审批并部分发放
了邵东县桐江河地方工程治理项目、
新宁崀山旅游、隆回江子田水电站建
设等共计39亿元的项目贷款。

渠道扶贫，加强服务。作为国有
大行，农行邵阳分行投入巨资建设贯
通城乡的服务网络，在无营业网点的
乡镇设立离行式自助银行17个，在全
市农村布放惠农通机具4703台，覆盖
全市3876个行政村，实现了主要集镇
物理网点全覆盖，所有行政村助农取
款点全覆盖，打通了农村金融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建成了“农民家门口”
的银行。同时，近三年该行投入固定
资产5500多万元、保障费用4000多万
元，代理了 5 个县区的新农保、8 个县
区的新农合业务，代理了涉农财政补
贴、农村公用事业收费等其他项目116
个，使农村居民足不出户便可享受与
城区居民同等的金融服务。

（薛 蓉）

农行邵阳分行金融扶贫打出“组合拳”

湖南辰河农业电子商务董事长向云成去年开始在隆回县荷香桥、岩口
等8个乡镇设立电商农产品专卖店，开启当地“互联网+农产品”电商扶贫新
模式。半年多来，辰河农业电子商务农产品已覆盖长沙、广东、云南等12个
省市，销售额达800万余元，促进本地30名剩余劳动力家门口就业。图为隆
回县桃洪镇辰河三农电子商务体验店一角。 罗理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