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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开展稳企纾
困工作以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邵阳
市分行认真贯彻落实金融服务疫情防
控和稳企纾困各项要求，深入推进纾
难解困稳企行动、减费让利惠企行动、
产业振兴助企行动，全力保障疫情防
控和企业应急资金需求、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

截至5月上旬，该行已围绕实体企
业发展、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五好园
区”建设等领域累计投放各类支农贷款
14.12亿元，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逆周
期、补短板、当先导”的职能作用，有力
支持企业稳生产、保供给、保运转，推动
民生项目落实落地。

纾难解困稳企行动，
助力企业“加速跑”

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开展稳企纾
困工作后，农发行邵阳市分行迅速启动
纾难解困稳企行动，组建工作专班，通
过电话、微信等方式逐个与客户企业联
系，了解经营情况，宣讲援企政策。对
暂时出现困难的企业，开通援企通道，
出台贷款展期、调整还款计划、调整贷
款期限、无还本续贷、再融资等措施，助
力企业平稳运行。在得知一家客户企
业贷款即将到期、资金链紧张后，该行
合理利用援企政策，发放2.6亿元再融
资贷款，有力缓解企业资金压力，让企
业能够集中精力抓好生产经营。

我市出现疫情后，该行落实纾难解
困稳企行动举措，全力保障企业应急资
金需求，在全面摸排、重点对接的基础
上，开辟绿色办贷通道，畅通业务受理
及审批通道，确保金融服务“不断档”、
信贷资金“不断供”。该行通过“线上+

线下”联合办贷等方式，已累计投放5.1
亿元贷款，保障企业各类资金需要。

近期，随着市城区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该行正大力组织开展“送政策、送服
务、送优惠”活动，行领导带队走访市区
企业，宣传讲解最新稳企纾困政策，对
接融资需求，并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打通上下游企业、销售端渠道，加速助
推达产增效。

减费让利惠企行动，
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围绕减税降费、服务实体经济相关
政策，农发行邵阳市分行坚持“保本微
利”原则，大力开展减费让利惠企行动，
最大幅度降低贷款利率，并出台多项减
免收费、优化服务举措，帮助企业降低
综合融资成本。

疫情发生后，该行及时调整服务价
格目录，全面免除了客户转账汇款手续
费、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证书年费等项
目收费，并针对小微企业进行了结算账
户开户手续费等费用的特别减免。今
年来，该行共减免企业服务收费 26.39
万元，切实为企业减费用、降成本。

与此同时，该行依托科技赋能，持
续优化金融服务，积极宣传推广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等现代化服务手段，通过
线上方式主动为客户提供咨询、预审等
服务，引导客户采用电子渠道线上办理
业务，为客户节约“跑腿成本”。截至目
前，该行为客户线上办理业务 145 笔、
流转资金7932万元；今年以来，共发生
结算业务 1.66 万笔，其中电子支
付 1.65 万笔，电子支付替代率达
99.07%，用专业、有温度的服务让
客户资金结算安心、省心、放心。

产业振兴助企行动，
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稳经济稳企业，关键是强产业，重
心在建链延链补链强链。为此，农发行
邵阳市分行大力开展产业振兴助企行
动，用好省分行乡村振兴“20+10”条优
惠措施，倾斜资源支持产业链建设，并
明确“四个重点”，即：重点支持“五好园
区”建设，为产业链“筑巢引凤”；重点支
持特色产业项目建设，为产业链打造

“示范样本”；重点扶持龙头企业，为产
业链培育“火车头”；重点推进模式创
新，为产业链拓宽“新路子”。

今年以来，该行已累计投放 2.6 亿
元贷款，支持隆回乡村振兴产业园等产
业园区建设；累计投放2.3亿元贷款，支
持新邵智能停车场等重点项目建设；累
计投放3.68亿元贷款，支持龙头企业生
产经营。

近期，该行创新“农发行+基地+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获
批武冈“稻田养鱼”项目2.8亿元贷款并
实现 2 亿元投放，支持打造集休闲、宜
居、文化观光和特色水产养殖相结合的
稻田鱼全产业链，撬动当地水产养殖、
特色水产品加工、绿色水产品流通销
售、休闲农业等产业发展。

下一步，农发行邵阳市分行将全面
落实稳企纾困各项政策，切实保障金融
服务，进一步提升综合服务质效，为邵
阳实体经济稳健发展贡献政策性金融
力量。

“三大行动”发力 企业发展蓄能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邵阳市分行全力稳链助企纾困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阳俊 刘洋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杨欢 陈智勇）“真的
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
忙，我都不知道要等多久！”5月6
日上午，来自湘潭的钟先生握着湖
南高速集团邵阳分公司邵阳南路
产大队巡查人员的手激动地说道。

5 月 6 日上午，邵阳南路产
大队的队员在沪昆高速公路上
进行巡查。9 时40 分，当他们抵
达沪昆高速东往西方向 K1291
处时，发现一辆湘C牌照小车停
在应急车道上，没有打开双闪警
示灯，且未摆放三角警示牌，存
在安全隐患。

见状，队员们立即停车，要求
驾驶员打开双闪警示灯，摆放好
安全锥、设置好安全区域。在询
问驾驶员钟先生后，他们得知钟
先生中了网络救援诈骗的“招”。

原来，钟先生驾车行驶至该
处时左后轮突然爆胎，他立即停
靠应急车道，因车上未带工具只
能找救援。但是他没有拨打官方
救援电话 12122、96528，而是用

手机软件搜索高速救援，并选择
了一家道路救援公司

钟先生按“救援公司”客服人
员的要求，先通过微信转账支付
400 元定金。对方告诉钟先生，
待完成救援后再支付 200 元尾
款。但他左等右等，救援人员迟
迟不见踪影。

意识到被骗后，钟先生又恼
怒又无助。幸好，邵阳南路产大
队队员给予了他救援帮助。不到
10分钟，他们便帮钟先生换好了
车备胎，并告诉他高速救援电话
及收费标准，再三叮嘱若再碰到
类似情形，一定要拨打官方救援
电话，避免上当受骗。

湖南高速集团邵阳分公司相
关负责人提醒广大驾驶员，车辆在
高速公路发生故障或者事故，应立
即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
话12122或湖南高速公路客服热
线96528，切勿盲目轻信其他渠道
的救援人员。同时，高速公路救援
不存在未救援先收取定金，并且有
明确的价格和服务规范。

高速救援先交定金？
又是诈骗伎俩！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贺颂翔 贺蓓蕾 曾锋）

“没想到‘五一’假期还能正常办
税，大祥税务服务真高效！”5月3
日，邵阳逸梵服饰商贸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蒋女士高兴地说道。
4 月受疫情影响，该公司没有及
时办理退税，在“五一”小长假期
间，蒋女士通过预约办税服务很
快就办理好了业务，享受到了税
收政策红利。

“五一”期间，国家税务总局
邵阳市大祥区税务局全力克服疫
情影响，推行“疫情防控严落实，
值班值守不松劲，五一办税不打
烊”举措，保证工作不断档，持续
服务好纳税人。

为让政策红利快速精准落
地，让办税服务更高效便捷，

“五一”期间，该局抓住新的组合
式税费政策执行的关键期，组建
业务骨干团队，宣传推广新政策，
积极参与值班值守，维持办税服
务大厅正常运转，保证线上线下
办税服务顺畅。同时，织牢疫情
防控网，依托“智慧税务”平台，全
面落实错峰办、预约办等服务举
措，确保疫情期间办税便捷安全，
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据统计，“五一”假期，大祥区
税务局共计办理业务48笔，其中电
子税务业务39笔、窗口业务9笔；
受理纳税人、缴费人咨询34次，其
中窗口咨询20次、电话咨询14次。

大祥税务：便民服务不“断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5月9日，邵阳行程卡“摘星”，天气却一
会儿雨一会儿晴。与疫情抗争、看老天
脸色，位于双清区滨江街道寒梅村的寒
梅生态农庄桑葚基地，正抢抓桑葚成熟
时节，以入园采摘和送货上门的方式抓
紧抢收。

顺应乡村振兴的洪流，36岁的李赟
2017 年回乡创业，流转了 100 多亩土
地，种下了40亩黄桃、40亩桑葚、20亩
秋月梨，并吸纳了 20 多名村民就业。
去年因为连续一个多月阴雨，已经产果
的桑葚和黄桃全部绝收。今年的桑葚

产量高、品质好，原定于4月22日开园，
没想到4月18日我市遭遇新一轮疫情
突袭。

基地以亲子采摘为主，疫情出现
后，游客不能入园，作为赠品预订的 6
万条蚕宝宝也不能发货。因为桑葚采
摘期只有一个月左右，又不知疫情何
时结束，李赟着急地向相关部门反映
并获得支持。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
前提下，他通过网络平台和抗疫志愿
者的宣传接收订单，一人一车送货上
门。“每天可以摘果一二百公斤，减少
损失七八千元。”

更让李赟宽心的是，我市疫情防控
得力，生产生活秩序迅速恢复。“4月28
日下午就来了300多人。只要不下雨，
现在每天都有上千人入园。”抓紧剩余
的采摘期，他延长了每天的开园时长，
带领员工早出晚归辛勤劳动，同时还推
出了“抗疫医生入园随便吃，带走打五
折，抗疫志愿者入园随便吃，带走打八
折”的优惠活动。

“原计划今年桑葚可收入40万元，
现在已收入 20 万元，还有十多天的时
间可以采摘……”算着收成账，李赟晒
黑的脸膛上露出了笑容。

克服疫情影响 抢得桑葚收成

要闻

5月11日，市区资江临津门段水域，水文监测工作人员在一艘水文监测船上对水流量和含砂量进行数据监测。为
应对近期强降雨，自5月10日零时起，我市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严格按照《邵阳市防汛应急预案》的有
关规定加强值班值守和汛情监测预警，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邵阳日报记者 唐明业 摄

稳企纾困·金融在行动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叶
宁） 5月10日，市民政局党委书
记、局长蔡灿辉率市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到洞口县高沙镇长江
村调研指导乡村振兴工作，并慰
问部分困难党员、群众。

2021 年 5 月，市民政局乡村
振兴工作队入驻长江村。在驻村
工作队的指导帮助下，长江村以
党建为引领，不断完善道路、路灯
亮化等基础设施，发展“红美人”
柑橘种植、家禽养殖等产业，村集
体经济收入稳步提升。

市民政局调研组一行实地
察看了“红美人”柑橘种植基地，
了解产业现状和发展前景，听取
工作队汇报乡村振兴工作。随

后，调研组一行来到困难党员、
群众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家庭
情况，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
活，并为他们送去米、油、棉被等
慰问物资。

调研组指出，工作队要完善
机制，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强化内
部管理，开辟新路径，持续巩固脱
贫攻坚成效，脚踏实地用情用心
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要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找准目标共同发力，为
打造乡村新图景贡献民政力量；
要以产业为支撑，培育壮大符合
当地特色、能带动村民增收的产
业，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
产业发展中来，为乡村振兴提供
有力支撑。

以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

(上接1版)
社区 85 岁的独居老人陈奎

秀，指着床上的棉被和被套，动情
地说：“志愿者送来的，还经常来看
望我，提醒我注意防寒保暖。现在
的生活舒适又安心，还能跟邻居说
说笑笑，真心感谢党和政府！”

同时，该区民政局结合北塔
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项目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委托第三方公益组织邵阳市和
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北塔区
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运营执行，为
北塔区65周岁以上特殊老人进行
一年四次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该项目也称之为北塔区“夕
阳计划”。“夕阳计划”针对空巢、特
困、三无、低保失能等困境老年人
群提供健康体检、剃须理发、指甲

修理、保健按摩、家居日常保洁、精
神慰藉、生活服务和人文关怀等多
层次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在北塔
区状元洲街道、田江街道、新滩镇
街道、茶元头街道和陈家桥镇等5
个镇（街道）的44个村（社区）总计
服务2318人，6271人次。

目前，该区已建成5个养老机
构、5个镇（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
中心、5个社区级养老服务中心、5
个村级养老服务设施、30个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实现街道和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形成区、镇
（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
网络，区养老服务监管指导中心、
中驰第一城区养老服务驿站、新
滩镇街道居家和社区综合养老服
务平台已通过全国第五批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