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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7 月 18 日讯 （记者
刘波） 7 月 17 日，省政府第四考核组
来邵考核我市 2017 年度能源消耗总量
和强度“双控”工作。记者从汇报会上
获悉，省统计局近期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我市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绿
色发展，工业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六大
高耗能规模行业比重逐年下降，创建了
我省第一批绿色工厂（园区）。

长期以来，我市规模工业企业能源
消费品种以煤炭和电力为主，其中煤炭
占比较高。近年，我市通过大力推进锅
炉改造、热电联产、电机系统节能、能量
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等工作，优化能
源消耗结构模式，降低煤炭消耗占比，节

能降耗效果明显。到2017年，全市年产
9万吨以下的煤矿已全部关停，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地区规
模以上工业能耗比重逐年下降。

同时，我市积极开展绿色工厂（园
区）创建工作。2017 年，全市共有 3 家
企业（园区）列入了创建工作，邵阳县
奇鑫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满师傅
食品有限公司 2 家企业进入自愿性清
洁生产审核计划。我市还积极推进工
业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推荐了洞口
辣妹子食品有限公司和隆回工业集中
区实施绿色制造体系创建评估工作。
目前，武冈市永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
进入湖南省第一批绿色工厂名单，隆回

工业集中区已进入湖南省第一批绿色
园区名单。

此外，我市不断强化重点用能单位
节能监管，依法加强对年耗能 5000 吨
标准煤以上用能单位的节能管理，开展

“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全市 32
家纳入万家企业范围的企事业单位用
能情况进行了节能考核；进一步扩大了
重点用能企业的监控范围，支持湖南云
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隆回南方水泥
厂等耗能大户进行节能技改，并建设余
热发电项目，年发电量超过 1 亿千瓦
时。我市还组织开展了燃煤锅炉节能
减排攻坚战，推进锅炉系统安全节能标
准化管理。

我市六大高耗能规模行业比重逐年下降

园区绿色转型走进“春天里”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实习生 孙琦 程晔

7 月 13 日，洞口县昌冠隆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与中国农业银行邵
阳分行正式签约。签约后，中国农业银
行将为该企业授信贷款。该企业负责
人表示：“现在银行重视我们小微企业
了，愿意为我们提供贷款了，小微企业
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近年来，我市银行业逐步将视线
由重点项目建设转向中小微企业，通
过推动各项小微企业服务政策落地，
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有效破解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动企业发
展壮大。

小微企业盼拉一把

小微活，就业旺，经济兴旺。小微企
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稳
定增长、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繁荣市场
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事实
上，不少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受制于
资金不足、企业规模较小等因素，发展停
滞不前。

邵阳经开区一公司负责人廖先生
介绍，公司成立初期，因资金投入大，
产能优势尚未显现，企业资本积累较
少，现金流少，报表“不好看”。当时，他
们想找投资人融资，但均被拒绝，公司
的发展一度艰难。2015年，公司接到了
一个大额订单，也在市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公司的支持下，获得一笔银行贷
款。通过贷款，公司迅速扩大生产线，
加大马力生产。完成订单后，公司迅速
还清贷款，并用结余利润发展企业。如
今，企业已经走上正轨。

廖先生表示，很多有潜力的小微企
业就像一个年幼的孩子。作为经营者，缺
少经验、缺少资金，要将孩子培育成才，

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他们手中有好的项
目，只需要一笔贷款，就能走上发展的快
车道。

湖南新巾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位
于大祥区湘商产业园。该公司董事长
谢建云介绍，如果不是今年上半年中
国建设银行邵阳分行和市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公司及时投放400万元的贷款，
公司将会错失一次发展良机。

银行服务雪中送炭

7月13日，在洞口县昌冠隆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与银行签约的现场，还有27
家银行与企业签约。当天，由市金融办、
市银监分局举办的邵阳市2018年银企签
约仪式在市区举行，全市28家银行（法人
和分支）与28家小微企业展开银企签约。
截至当天，28家银行今年已经与212家
小微企业签约，授信金额达12.62亿元。

近年来，全市银行业不断推动各项
小微企业服务政策落地，采取下沉服务
重心、设立专营机构、改进考核机制、加
快产品创新、优化业务流程、落实减费
让利等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目前，我市28家银行业机构设立
了小微企业专营机构或服务团队，一
大批适应小微企业“短、小、频、急”融
资需求特点的信贷产品和业务模式应
运而生，有效提升了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的可获得性。2015年至2017年，我市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户数、申贷获得率
连续3年实现稳步增长。

今年，我市银行业机构在推进支
持小微企业发展中，还呈现出“新”

“小”“督”三大特点：要求银行拓展新
合作客户，不能只在老客户中打圈圈；
要重点支持贷款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
企业和500万元以下的个人经营户，支
持创客起步发展；市银监分局还将对
212家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持续跟踪

督办，确保贷款在9月底前发放到位。
据了解，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495.11 亿元，同比净
增 76.5 亿元；有余额的小微企业贷款
户数39327户，同比增加5476户，在全
省14个地市州考核中排名第二。

创新方式助力企业

过去，小微企业贷款难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银行普遍倾向为政府重点
项目提供贷款，为省、市属重点优质
企业提供贷款。在市委、市政府的努
力下，近年来小微企业融资渠道进一
步畅通，越来越多的银行不断创新方
式服务小微企业。

华融湘江银行专门成立了小微金
融服务中心和邵东、广场小微特色支
行，组建专门的小微企业服务团队，推
出了一揽子综合小微金融服务方案和
优惠政策，打造了“给力贷”系列产品，
包括银担贷、创业贷等小微企业信贷
品种，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为最大程度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
需求，长沙银行提出“总有一款产品适
合您”的口号，通过对小微企业组合

“线上+线下”产品的配套营销，解决不
符合银行传统担保要求的小微企业的
融资难问题。此外，还可以根据企业或
者行业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向总行申
请专项产品支持。

对于银行业的支持，很多小微企
业负责人发自内心感激。邵东县友腾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是位于邵东县
生态产业园隆源中小创业园的一家小
微企业。该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从厂房按揭贷款到贸易融资，多亏
有了中国工商银行邵东支行的大力支
持，邵东友腾才能在前进的征途中获
得源源不断的信心和力量，从而快速
发展。

截至7月13日，全市28家银行今年已与212家小微企业签约，授

信金额达12.62亿元——

注入金融活水 润泽小微企业
邵 阳 日 报 7 月 18 日 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刘
锐） 7 月 16 日，邵阳经开区高
崇山镇组织全体结对帮扶干部
共 80 余人参加扶贫政策考试，
以考促学练强扶贫基本功。

此次考试采取闭卷笔试的
方式进行，内容主要涉及扶贫体

制机制、脱贫攻坚“七大行动”等
政策知识。

参加考试的干部纷纷表示，
他们将以此次考试为契机，不断
加强脱贫攻坚政策及知识的学
习，以达到考试的真正目的——
以考促学、学用结合。

邵阳经开区高崇山镇

以考促学练强扶贫基本功

邵 阳 日 报 7 月 18 日 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金娜
赵宇峰 申少言） “今年黄桃
丰收，卖黄桃的钱，就有望让我
脱贫……”7 月 16 日，在邵东县
斫石曹乡梧桐村召开的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现场观摩会上，该村
72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陈作蒙
高兴地说。

这几年，在驻村扶贫工作队
和村“两委”的帮助下，陈作蒙种
了两亩多地共38株黄桃树。今年，
他迎来了收成最好的一年，预计
黄桃总产量超过1000公斤。让陈
作蒙欣慰的是，在黄桃快要成熟
之际，帮扶工作队及村班子成员
为他引来果商上门预定。

作为一名老党员，陈作蒙
认为，自己脱贫在望，邵东经开

区开展的脱贫攻坚工作功不可没。
今年年初，邵东经开区与梧

桐村开展结对帮扶。要让梧桐村
摘掉贫困村的帽子，让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
扶贫队伍。经开区主要领导以身
作则，深入扶贫联系点抓政策落
实，抓督查指导，抓工作推进；扶
贫工作队扎进梧桐村，与村“两
委”密切配合，做到握指成拳，形
成合力，集中发力，精准发力。

截至目前，梧桐村已经成功
打造了100余亩黄桃基地，建成
了 1500 余亩药材基地，越来越
多的贫困群众通过发展种养产
业脱贫致富。

邵东经开区

夯实脱贫攻坚的党建力量

邵 阳 日 报 7 月 18 日 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张
超） 7 月 14 日，市电子商务行
业协会专家服务团来到美丽的
苗乡城步，为我省“最美扶贫人
物”杨淑亭创办的湖南七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把脉问诊”。

90 后苗乡姑娘杨淑亭，在
遭受车祸后下半身瘫痪，但她身
残志坚，在短短几年内，不仅走
出伤病阴影，还领头创办了一家
仿真花制作合作社和一家箱包
制作公司，产品远销欧美，带动
500 多人就业，其中 205 人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49人为残疾人。
杨淑亭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她
被各大媒体赞誉为“轮椅上的铿
锵玫瑰”。

本次活动中，市电商协会专
家服务团深入湖南七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的现
状和面临的困难，并为企业提供
技术指导。“首先杨淑亭的事迹
非常励志，同时她的商品也主要
是外贸出口。我们特别乐意把在
跨境电商这一块的经验分享给
她，也将全力助推她的企业在未
来一两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
阿里巴巴跨境电商邵阳服务中
心负责人姜大海表示。

此次专家服务团下乡服务
活动由市商务局组织，服务团成
员既有市商务局、市经信委、市
妇联、市残联的有关负责人，也
有各大电商平台的资深运营专
家，以及国家级、省级电商示范

企业和省级电商重点培育项目
的创业者。“我们期望借助这次
活动，一方面学习杨淑亭勇于拼
搏的精神，另一方面发现和培养
更多的电商带头人，并为他们的
企业清障护航、排忧解难，引导
企业更好地精准对接贫困村、贫
困户，利用‘互联网+农村电
商’，助力我市精准扶贫。”市商
务局电子商务管理科科长杨克
勤表示。

据了解，邵阳市电子商务行
业协会于2015年1月30日在市
商务局、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正式
成立，协会共有会员 100 余家，
涵盖食品、电子、信息技术、农
业、培训、物流及学校等。目前，
全市共有电商认定企业 86 家，
国家级电商示范企业1家，省级
电商示范企业5家，省重点培育
项目3个。我市电子商务交易额
也从 2014 年的 41.4 亿元，迅猛
增长至2017年的168.95亿元。

现阶段，我市邵阳、洞口、新
邵、隆回、武冈、新宁、城步等县市
均已成立电商协会。2017 年 10
月，在市商务局指导和市电商协
会牵头下，各县市区电商协会齐
聚一堂，共同签署《联盟公约》，正
式成立邵阳电商联盟。该联盟本
着“精诚团结、资源共享、合作共
赢”的理念，在精准扶贫、协会合
作、产业发展、技术服务、教育培
训等多个领域开展友好交流与深
度合作，促进我市经济转型升级
和电子商务产业跨越式发展。

电商力量助“铿锵玫瑰”尽情绽放

杨淑亭（前排中）与市电商协会专家服务团成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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