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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徐小玲） “快看快看，我
昨天申请的贷款，今天就到账了！邮
储银行不愧是国有大行，不用担保
不用抵押，用身份证申请就行，你们
有资金需求也可以去申请。”4 月 4
日，城步一家民宿的负责人孙先生
开心地和朋友分享着喜事。

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桃林村
坐落于山水间，苗族文化底蕴深厚，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孙先生
是地地道道的桃林村人。他把自家
的房子改造成民宿，吃上了“旅游
饭”。为了提高民宿的档次，他决定
对房屋进行设计装修，但这需要一
大笔资金。

“我找身边的亲朋好友凑了一
些钱，但还是不够，去银行贷款又苦
于没有抵押物和担保人，无法申
请。”孙先生说，就在他一筹莫展之

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邵阳市分行
的客户经理上门了解情况，立马为
他量身打造了“民宿贷”。该产品为
纯线上信用贷款，不用抵押物和担
保人，只要通过手机就能申请，快速
审批、快速到账。仅用了一天时间，
孙先生的50万元贷款就到账了。

据了解，这笔贷款是邮储银行
邵阳市分行在我市发放的首笔“民
宿贷”，标志着邮储银行在支持文旅
产业发展上实现新突破。下一步，该
行将以此为契机，将“民宿贷”等产
业贷作为新的增长点，持之以恒为
我市文旅产业提供金融动能，助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我市首笔“民宿贷”发放

金融助文旅 民宿展新颜

“希望我和儿子能为家乡发展贡
献更多的力量，点亮海外侨胞回归家
乡的路。”4月10日，谈及儿子从澳大
利亚布里斯班回到家乡洞口县古楼
乡创业的经历，湖南省茶旅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昀强的
母亲肖秀清深情地说。

2008年，肖昀强远赴澳大利亚求
学，并取得了国际金融和财务双专业
的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肖昀强通
过技术移民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留
权。经过多年打拼，他在澳大利亚有
了自己的事业，开了一家物流公司和
一家咖啡店。虽身在海外，但肖昀强
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2019年，他
从母亲口中得知，当下祖国的发展越
来越好，家乡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
潜力。加之念及母亲年纪越来越大，
家中产业也面临无人打理的状态，肖
昀强萌生了回乡的念头。

肖昀强的家乡古楼乡属于山区
乡，茶叶种植是当地不少民众谋生致

富的主要方式。该乡盐井村位于海拔
500米至1200米的雪峰山腹地，生态
条件优越，土壤中富含人体所需微量
元素，为生产品质优良的茶叶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盐井村历来就有种
植茶叶的传统，其出产的高山云雾茶
在明朝时就一直作为贡品进贡朝廷。
2020 年 10 月，肖昀强响应“湘商回
归”号召，处理了自己的物流公司，从
澳大利亚回到古楼乡，和母亲在盐井
村投资创建了湖南省茶旅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了家乡、澳大利
亚两头跑的生活。

经过土地流转，如今，肖昀强的茶
叶种植基地已有400余亩。长期以来，
由于没有专业的经营团队，盐井村的
茶产业处于“各自为政”的小规模生产
状态，缺乏品牌效应和深度开发。肖昀
强和母亲计划以盐井村为中心，在保
护野生茶树的基础上，新建人工茶园，
逐步发展茶叶及文旅、康养产业。2022
年，由于部分茶树还未达采摘标准，只

生产了200多公斤茶叶，销售基本局限
在本地。今年，茶叶产量有望达到七八
百公斤，肖昀强和母亲正积极对接省
外的大型企业，力争让家乡的茶叶走
出大山、推向全国。

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肖昀强不忘
家乡人。截至2022年6月，湖南省茶旅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吸纳盐井
村及周边各村100余名劳动力就业，
实现人均增收2000多元。“我希望通
过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生活经历以
及对乡村振兴的理解，吸引更多的侨
胞回到家乡，同时将他们的力量凝聚
起来，共同助力乡村振兴。”在反哺家
乡之余，肖昀强也当起“侨胞回乡”的
号召人。接下来，他将处理好在澳的
各项事宜，专心回国发展茶旅事业。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肖昀强一样
的返乡创业人员，将浓浓思乡情化为
绵绵助乡力，用专业、热爱和坚持在
农村广阔天地挥洒汗水，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能。

漂 洋 过 海 回 乡 创 业
邵阳日报记者 黄 云 通讯员 肖武涛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 通讯员
肖燕） 4月10日，邵阳市大圳灌区
管理局收到水利部印发的《关于公布
节水型灌区复核结果的通知》，在公
布的182处节水型灌区名单中，大圳
灌区榜上有名。

大圳灌区位于邵阳市西南部，涵
盖新宁、武冈、洞口、隆回、邵阳县五
县（市）的30个乡（镇）379个行政村，
是“衡邵干旱走廊”的一部分。灌区国
土面积 2680 平方公里，设计灌溉面
积 53.56 万亩，目前有效灌溉面积
48.6万亩，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有
城乡供水、蓄水、防洪、发电等综合效
益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湖南省已建成
的第四大灌区、邵阳市已建成规模最
大的农田水利工程，总受益人口近
150万人。

近年来，为落实《国家节水行
动方案》，市大圳灌区管理局按照

水利部、省水利厅及市委、市政府
相关部署要求，以提升农业用水效
率、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灌区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结合灌区实际，制
定了节水型灌区建设标准和工作
方案，深入开展节水型灌区建设工
作，持续推进“十四五”灌区现代化
改造工程，灌溉供水保障率不断提
高，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不断提
升。截至目前，累计完成现代化灌
区建设投资 1.3 亿元。该改造项目
竣工后，将进一步完善灌区骨干渠
系，恢复灌溉面积至设计灌溉面积
53.56 万亩，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1800万公斤。

据介绍，下阶段，市大圳灌区管
理局将通过抓紧抓好“十四五”灌区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加
强节水宣传，强化部门协作，推广节
水技术，全面提升灌区节水能力。

节 水 增 效 保 粮 安
大圳灌区入选国家级节水型灌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唐鑫） 4月6日，市财政局
组织市直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专管
员、社会代理机构业务负责人等共
300 余人，就《邵阳市 2023 年营商环
境创优提质行动实施方案》进行集中
学习培训。

为圆满完成2023年营商环境创
优提质工作目标任务，当下，政府采
购评价指标已纳入市绩效考核内容，
成为我市打好优化营商环境持久战
的重要考核指标。本次培训旨在提高
采购各方当事人的政策水平、业务能
力和责任意识，为政府采购工作标准
化、规范化、高效化开展奠定基础，助
力我市2023年营商环境创优提质工

作落地见效。
“规范和优化政府采购流程，有

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工作质效，防范廉
政风险。财政部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加强监督管理，做好协调指导，确
保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工作稳步
推进。”培训中，主讲人对《邵阳市
2023年营商环境创优提质行动实施
方案》中涉及政府采购评价的 15 项
指标逐条逐项进行讲解。

培训现场，大家认真听讲，纷纷
表示将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严格执
行政府采购政策，增强服务意识，积
极主动做好各环节的衔接，切实将惠
企政策落实到位，保质保量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

政府采购当事人集中“充电”提技能

助力营商环境创优提质落地见效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 通讯员
魏艳 陈拓）“自打装上这台‘科技
神器’，大功率用电设备十分稳当，我
正筹划办一家竹木加工厂呢。”3 月
28日，在洞口县岩山乡桐叶村，村民
路遇前来走访的国网洞口县供电公
司变电检修班班长肖尊波，聊起最近
的用电体验，连连称赞。

桐叶村位于雪峰山脉脚下，每逢
用电高峰期，线路末端用户电压偏
低，需要供电所台区经理手动调整三
相负荷。

“三相负荷不平衡导致低电压现
象由来已久，既缺乏响应及时性，又
衍生出停送电操作与登杆作业风险。
我想发明一款自动选相装置，给配网

台区支线配置一位‘电压智能管
家’。”作为变电检修班班长，肖尊波
想用技术创新解决这一问题。

说干就干，肖尊波在单位的支
持下成立了质量控制小组，经过三
个月的钻研，终于在低电压点桐叶
村腰坝上院子组三相电源的终端
杆，安装好第一台“电压智能管家”。

“电压智能管家”兢兢业业，每 30 分
钟采集一次三相电压，若用户电压
低于设定的低电压定值，就会自动
切换到电压最高相。投运前、后一周
的用电高峰时段数据显示，低电压
点位从 28 个降低至 3 个。很多村民
都表示，该设备投运后，电压更稳
了，生活质量也更高了。

装上“智能管家” 山村用电更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姚红 邓小竹）“没想到
农行的信用贷款这么快，才半天时
间，贷款就到账了。”4月1日，说起
中国农业银行新宁县支行贴心的金
融服务，客户徐先生连连称赞。

徐先生在国家 5A 级景区崀山
从事导游工作，过去三年受疫情影
响，旅游业受到冲击，他一度想放弃

自己喜欢的职业。随着今年旅游业
形势好转，徐先生重新点燃了工作
激情，希望通过贷款筹措资金壮大
自己的事业。

今年 3 月，徐先生收到了农行
工作人员派发的贷款产品宣传折
页，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上
面的电话。在了解徐先生的基本情
况后，农行新宁支行的客户经理马

上携带贷款资料上门服务，仅用半
天的时间就为徐先生办理了8万元
的“文旅 e 贷”。这也是农行在全省
投放的首笔“文旅e贷”消费贷款。

据悉，“文旅e贷”是农行针对文
旅产业的特点，创新推出的专属融资
产品，具有贷款利率低、放款速度快
的特点，随借随还、循环使用，而且是
纯信用贷款，能有效满足旅游业个体
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导游、旅游者的
资金需求。下阶段，中国农业银行邵
阳分行将围绕区域丰富的旅游资源，
进一步深耕旅游业，以优质金融服务
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农行邵阳分行投放全省首笔“文旅e贷”

深耕旅游业 “添柴”助升温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张飞翼） 4 月 10 日，湖南振农生物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先
生告诉记者：“新宁农商银行工作人
员陪同我在邵阳、新邵、长沙来回奔
波，为我公司办理贷款抵押手续，全
程提供贴心服务，仅花费3天便为我
公司办理了一笔815万元的贷款。我

对他们的办贷效率相当满意。”
为了进一步简化信贷办理流程、

规范信贷审批和管理，提升贷款发放
效率、提供优质信贷服务，新宁农商银
行制定了贷款限时办结制度，规定在
网点权限范围内的贷款需在3个工作
日之内完成发放；超出网点权限需总
行再调查的贷款，需在7个工作日之内

完成发放。同时，该行对网点贷款受理
权限进行了调整，500万元以下贷款的
受理权限覆盖到了全行31个网点。

限时办结制度的推行和受理权
限的放开，有效提升了该行贷款办理
质效，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同时，该行
大力推进产品创新，推出了“公积金
贷”“烟草贷”等特色贷，并运用线上
审批大大提升了贷款发放速度。截至
3月28日，该行各项贷款净增4.72亿
元，完成一季度“开门红”目标任务的
157.37%，其中投放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的贷款净增1.56亿元。

新宁农商银行

限时办结 打通快速放贷通道

4 月 10 日，洞口

县慧创工业园区东旺

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

生产电子产品。近期，

该园区企业在稳岗用

工、金融支持等系列

助企纾困措施的帮扶

下，呈现产销两旺的

好势头。

邵阳日报通讯员

滕治中 摄

4月1 日，新宁县清江桥乡赤木村村民刘汉武抢抓农时，给桃树喷洒

营养肥。6年前，刘汉武转行发展桃树种植。他积极自学，坚持科学管护，其果

园所产桃果深受市场欢迎。 邵阳日报通讯员 曾德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