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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记者从市金融办获悉，去
年，我市向金融机构推送七大新兴优势产
业链企业名录851家、核心企业68家。截
至2021年12月末，新兴优势产业链贷款
余额122.54亿元，较年初增长25.21%，比
各项贷款增速高8.08个百分点，发放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融资再贷款再贴现专项
支持计划资金2.81亿元，发放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17.49亿元。我市发展产业链供应
链金融，持续向新兴优势产业链企业输送
金融活水，精准助力制造业发展。

去年，市科技局、财政局、金融办等
部门协调联动，举办金融支持科创企业

对接培训会，加大科创金融工作力度，对
5家企业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6
笔，总金额 5380 万元；以信用方式发放

“三高四新”领域高层次人才贷7笔，总
金额 3735 万元。金融管理部门协同生
态环保、发改、统计等部门，研究绿色金
融发展举措，推动加大对生态环保、清洁
能源等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引导绿色信
贷增长。截至2021年12月末，全市绿色
信贷余额117.95亿元，较年初增加23.27
亿元，同比增长24.58%。

我市立足“一县一特”，创新特色金
融产品，全力支持邵东廉桥药材特色小

镇、隆回金银花、武冈食品加工、新宁脐
橙、洞口茶旅、绥宁南竹、城步奶业等县
域特色产业发展。2021年，邵东廉桥药
材种植、加工、商贸物流、医药研发等全
产业链贷款达9.25亿元，推动产业实现
年成交额近 100 亿元，比 2 年前提升
20%；武冈市卤菜食品、铜鹅养殖、豆制
品加工等特色食品产业链贷款余额达
2.15亿元，新增1.64亿元；隆回县金银花
产业获得贷款 3.57 亿元，较年初净增
0.87亿元，贷款加权平均利率6.36%。去
年 1 月至 12 月，全市涉农贷款新增额
151.32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45.04%。

我市金融机构全力支持七大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去年贷款余额122.54亿元

为实体经济贡献“硬核”力量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邓忠林

又到一年春耕备耕的好时节，邵阳
农信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深入田间地
头，与农户一道备战春耕，精准对接他们
的金融需求。与此同时，我市辖内各农商
银行创新产品、创优服务，切实发挥自身
覆盖面广、决策链短的优势，加大信贷投
放，为春耕资金护航。截至2月21日，全
市农商银行系统发放春耕备耕、农资保障
等贷款1.42亿元，余额达11.59亿元。

精准对接农户需求

为全面掌握春耕备耕生产资金需求
状况，邵阳农信系统充分利用“党建共
创、金融普惠”行动成果，主动深入农业
生产一线，及早摸清市场行情和生产形
势，精心谋划和制定春耕备耕专项信贷
计划。

“洞口农商银行通过‘信用乡村’建
设，精准掌握春耕期间生产情况，积极对
接涉农客户，全面满足农户春耕备耕资
金需求。”省农信联社邵阳办事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行客户经理通过大力推广
移动终端营销系统和“惠农快贷”等线上
信贷产品，及时高效解决客户信贷资金
需求。截至2月21日，洞口农商银行通
过主动对接农户需求，发放春耕备耕专
项贷款1183万元。

及时创新贷款产品

邵阳农信系统持续强化政银合作，
大力推行小额农户贷款、农户联保贷款
和创业贷款等特色春耕信贷服务，满足
农户不同需求，破解涉农贷款供给难问
题。

绥宁农商银行结合县域种植、养殖
等产业特点，因地制宜打造优势突出、个
性鲜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先后推出“生
猪贷”“红提贷”“民宿贷”“创业贴息贷”

“失地农民贷”等一系列特色信贷产品，
有效解决了农户“融资贵、融资难”问题，
全力保障绥宁县农户春耕生产。截至2
月21日，该行共发放春耕备耕贷款700
余万元，确保辖内农户不误农时，“贷”动
春耕生产。

积极主动送贷上门

邵阳农信系统主动作为，发扬“背包
银行”精神，在打通普惠金融、产业振兴、
社会治理、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等方
面积极探索、强化落实，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强大的农信力量。

全市农商银行业务下沉至各村，客
户经理主动联系各村干部，走村串户了
解农户需求，调研新时代农民特别是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发展需求。新邵农
商银行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扫街式”调
查，主动深入种粮大户家中摸底融资需
求情况，对有资金需求的，开通绿色通
道，简化审批手续，以最快的速度将贷款
资金发放到他们手中，确保不误农时。
截至目前，该行已向58家种粮大户发放
贷款76笔，总金额达3165万元。

支持专业合作社发展

近年来，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为主体的种粮大户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针对种粮大户存在的资金周转困难
等问题，新邵农商银行开发了“丰粮贷”，
全力支持种粮大户驶入发展快车道。

新邵县龙山河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14 年，水稻种植面积达 5000
亩，已发展成为集管理、收储、销售、农机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
新邵农商银行累计向该社及其成员发放
贷款12笔，总金额达560万元，有力地支
持其做强做大。

一直以来，邵阳农信系统始终践行
服务“三农”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发挥支
农主力军作用，不断加大对我市春耕备
耕的支持力度，以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
兴。

截至2月21日，全市农商银行系统共发放春耕备耕等贷款1.42亿元

金融雨露润春耕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曾令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
员 文春艳） 连日来，邵阳农商银行
先后组织辖内6个“开门红”战区召开督
战会，对前期各网点“开门红”活动开展
情况进行点评督战，进一步鼓励员工全
力冲刺目标任务。

自年初“开门红”活动启动以来，该
行紧紧围绕目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
全力备战，将活动政策传递到各小微企
业和广大客户处。

春节假期结束后，该行第一时间组织
党委班子、各部室负责人召开党委扩大会
议，要求全行以高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
力抓好“开门红”工作，落实“开门红”目标任
务、强化“开门红”考核措施、完善“开门红”
责任机制，做到人人有任务、个个有压力。

该行严格落实党委班子及机关部
室挂点责任机制，党委班子带头深入基
层网点走访调研“开门红”工作，机关各
部室人员全面下沉基层，到挂点网点协

助开展“开门红”工作，与网点员工忙在
一起、战在一起，及时协助和解决网点
在“开门红”工作中存在的难题，为打赢

“开门红”战役奠定坚实基础。
为给客户营造一个舒适、便利的业

务环境，该行下辖支行行长走出办公
室，融入服务厅堂，指导客户填写开户
凭条，帮助客户取号、复印身份证，引导
客户到自助服务机办理相关业务等，有
效节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间，提高窗口
业务办理效率，全面提升客户的体验
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邵阳农商银行凝心聚力坚决打赢“开门红”战役

劲往一处使 抢抓“开门红”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杨坚
刘新建） 2月22日上午，虽然天
寒地冻，新宁县城郊农资储备库
却热闹非凡，当地粮食、脐橙种植
户开着农用车，排成长龙抢购有
机肥。“春节过后，我们已销售复
合肥和有机肥4000余吨了。”该农
资储备库负责人介绍道。

新宁县是粮食生产大县，
2022年计划完成粮食作物总播
种面积70万亩，其中，水稻51万
亩，旱粮19万亩。新宁县更是全
国脐橙种植第一县，脐橙种植面
积达50万亩，总产量达70万吨。
去年入冬，该县早计划、早投入、
早落实，积极采取有力举措抓好
农资冬储工作。新宁县农业局从
外地调回水稻和玉米杂交种子共
计30万公斤，调回农药335吨、农
膜160吨、软盘50万个，维修保养
农机具2000台以上。

新宁县供销社充分发挥农
资供应主渠道作用，向省社争取
政策，与省供销社合资成立了新
宁县新三湘农资公司，新扩建农
资仓库 2000 平方米。同时，按
照往年全县农业生产需求和脐
橙产业的特点，先后筹措资金
3000 万元，直接联系生产厂家
货源，合理调运储备各种农资，
严把质量关，保证库存化肥数量
和质量。为确保抗疫保供两不
误，各农资公司还积极开展农资
配送服务，通过电话预约、微信
咨询等实现无接触销售，方便农
民购买农资。全县共购进各类
化肥 4000 吨、其他农资 600 吨，
指导其他农资企业储备化肥约
4900吨、其他农资800吨。

“充足的农资储备，完全能
满足今年春耕生产的需求。”新宁
县农业局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宁县：备足农资闹春耕

“我们公司设计的自动换卷
功能的绝缘膜生产用卷收装置
和高频变压器绕线机，都已经成
功提交了专利申请，申请成功后
公司未来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
太感谢你们了！”近日，面对前来
走访的行业党委党建专干罗辉，
邵阳县华辉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莫清云高兴地介绍道。

华辉科技位于邵阳县白仓
镇，是一家主要从事绝缘材料、
胶带、胶管生产销售及光伏发电
的企业。为了保护该企业的知
识产权，企业所属行业党委领导
多次会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到
该公司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协助企业对接上级有关部门。
去年 12 月，成功帮助该企业提
交了自动换卷功能的绝缘膜生
产用卷收装置、高频变压器绕线
机两项专利申请，目前已由国家
知识产权局受理。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我们行业党委干部更要发挥好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助力企业更好更快发
展！”非公企业行业党

委党建专干罗辉由衷地说道。
去年以来，邵阳县委“两新”

工委在全县“两新”领域扎实开
展“党建引领、助力千企”行动，
遴选了多家民营企业作为服务
对象，由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或
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联点服务，紧
贴民营企业发展和党建工作实
际组织工作力量，精准精细服务
民营企业，帮助企业夯实党建基
础。截至目前，共收集整理企业
反映的问题35个，已解决7个，
推动相关项目建设10个。通过
领导牵头、部门参与，统筹相关
资源，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赋能
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2021年以来，邵阳县委
“两新”工委与下辖行业党委共助
力引导非公企业完成高质量发明
专利申请60余件、PCT（国外专
利）申请4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贷款600万元，新增商标有效注
册 552件，真正做到了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党建引领

赋能非公经济
邵阳日报通讯员 向晓慧 刘杰伟

2月28日，新邵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主办2022年
首场“春风行动”大
型现场招聘会，吸
引省内外45家企业
进场招聘，共提供
5000余个岗位。当
天，共有529人当场
达成就业意向。
邵阳日报记者

唐明业
通讯员 杨能广

李少华
摄影报道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我们是湖南省内唯一一家
生产隐形眼镜的企业，今年已经
实现订单‘开门红’。正月初八
就复工复产了，现在正在赶制一
批发往上海和广州的产品。”2
月 24 日，在位于邵东经济开发
区的湖南亮国科技集团，集团质
量经理张铭轩介绍道。目前，其
子公司湖南海普明科技有限公
司的生产线正在紧张作业中，复
工到岗率达95%。

湖南亮国科技集团是一家
集隐形眼镜及其护理产品的设
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自
主研发的隐形眼镜生产技术和国
际领先的全自动化生产设备。在
邵东市委、市政府“引老乡、回故
乡、建家乡”的号召下，2018年，
该集团将厂址设在邵东，占地面
积105亩，目前已完成投资2亿
元，实现年产隐形眼镜片5000万
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的目标，是将这里打
造成为世界最大的彩色
隐 形 眼 镜 生 产 基 地 之
一，让邵东‘智’造的隐
形眼镜畅销世界。”张铭

轩说道。
一片薄薄的隐形眼镜，制作

起来并不简单。从着色、打磨到
产品检测、成品包装，多达几十
道工序。走进生产车间，只见机
器不停运转，不同岗位的工作人
员有条不紊地操作着。在留样
室，各批次、各度数的隐形眼镜
整齐排列——为保证产品质量，
产品留存检测期长达 5 年。而
该公司的检验检测设备也正在
向更高新、高效的全自动智能设
备更迭转型。

科技含量高，产品质量过
硬，才有更为广阔的市场。

张铭轩介绍，未来，该公司
将进一步加快科技兴企、对接市
场的步伐，坚持产学研相结合，不
断研发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
走好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发
展道路。“我们要把企业不断做精
做优做强，唱响‘中国品牌’，让邵
东‘智’造成为湖南‘智’造、中国

‘智’造的闪亮名片！”

让邵东“智”造点亮视界畅销世界
邵阳日报记者 黄可乐 通讯员 魏志刚 赵宇峰 邓祎可

“三高四新”看邵阳

邵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