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审稿：宁煜 责编：张 洋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 2024年7月17日 星期三

经济

实体经济，承载着国家富强、社
会稳定的重任。近年来，我市倾力打
造“财政+金融”协同机制，通过多元
化举措推动实体经济迈向更高质量
的发展阶段，激励企业做优做强。

普惠金融“活水”引流，筑牢

实体经济之“基”

注重金融，确保“血气”充足，坚
守实业，确保“躯体”健康。我市在
2022 年荣膺“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
融发展示范区”殊荣，获部、省 5000
万元奖补资金。借此良机，我市积极
构建“全面覆盖、精准服务、产融结
合”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着重为民
营、中小微企业及乡村企业提供金
融助力，以“支小助微”为核心理念，
尊重市场规律，激发实体经济发展
新动能。

截至目前，全市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达523.87亿元，新发放贷款
平均利率降至 5.03%。同时，小微企
业信用贷款余额及农户生产经营性
贷款余额均显著增长，政府性融资担
保在保余额累计达38.61亿元。普惠
金融的稳步实施，贷款余额的上升与
利率的下降，有力促进了实体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彰显了我市普惠金融工
作的卓越成效。

织密政策帮扶网络，提升

财政服务之“效”

2023 年，我市以“财政+担保”
加速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增
投邵阳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资本
金 1.04 亿元、加大对融资担保业务
财政支持力度。市财政局出台公司
管理办法与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
强化监管职能，进一步推动邵阳市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建立“能担、愿
担、敢担”的长效机制，同时安排资
金对融资担保机构给予保费补贴
和代偿补偿。通过代偿补偿、保费
补贴等措施，进一步降低融资担保
费率，减轻企业融资压力。

今年5月，邵阳市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湖南财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携手开展续贷业务，有效纾解企业资
金困境。目前，我市担保公司在保余
额达22.53亿元，覆盖735户企业，综
合费率低至5.13%，支小支农支新业
务占比达 94.36%，显著缓解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题。

为激励企业积极上市，我市优
化上市挂牌企业财政支持政策，出
台《邵阳市资本市场发展专项奖励
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年度预
算 200 万元。我市财政部门与保险
公司共同推动农业保险全面升级，
强化其护航“三农”经济的稳定与
推动作用，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不
断深入。2022 年，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邵阳中心支公司
成功完成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全
省首单试点。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近
年来节节攀升。

夯实财政运行基础，缓解

企业资金之“渴”

我市严守风险防控之门，市财
政注入市级信贷风险补偿基金9000
万元及高新技术产业贷款贴息专项
资金 3000 万元，另设汇率避险风险
补偿金200万元，打出“财政+信贷”
精准组合拳，为经济发展筑牢防线。
依托省厅贷款风险分担资金池，推
出“潇湘财银贷”“科技价值贷”等产
品，已累计为 423 家企业注入 12.06
亿元资金，为388家科技企业发放知
识价值信用贷款12.62亿元，破除融
资瓶颈。

2022年，我市新增500万元创业
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推动我市创业担
保贷款工作深入开展。近3年累计发
放贷款8.17亿元，扶持创业4531人，
带动就业逾2万人。今年我市新增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 636 笔，发放金额
15089 万元，带动就业 4080 人，创业
担保贷款工作不断做实。

2023年，我市优化财政资金扶持
激励政策，市级预算安排了一笔资金，
按贷款金额0.5%的标准为农业贷款
项目进行费率补贴，切实降低农业农
村经营主体融资成本，推动农业蓬勃
发展。

紧扣企业发展脉搏，借好

资金杠杆之“力”

湖南华模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这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因订单激增，
资金压力随之增大。面对缺乏有效融
资抵押物的困境，市财政局迅速行
动，联合湖南银行邵阳分行与邵阳市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其精准定制
840万元融资方案（“潇湘财银贷350
万元+市中小担490万元”的组合授
信），企业成功获得资金支持，迅速启
动生产，目前经营状况持续向好。

市财政局致力于金融服务的优
化资源配置，激发企业进取信心，推
动企业提质增效、稳健前行，携手相
关部门积极作为，前置服务，深化政
银企三方合作，深入实地探访园区与
企业，敏锐捕捉企业需求，确保惠企
政策得到充分落实。

今年，我市与湖南财信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携手共谋，积极设立市
级产业发展引导基金。该基金主要聚
焦于我市战略新兴型、科创型、成长
初创型企业，重点支持九大产业链。
基金目标规模10亿元，首期规模5亿
元，分3 年实缴完毕。此举旨在最大
化国有资本使用效益，吸引社会资本
共同参与我市产业投资，全面构建邵
阳市产业引导基金体系。

“我们期待引导更多优质企业扎
根邵阳，精心布局产业链，形成强大
集聚效应，助力邵阳经济社会蓬勃发
展。”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敏表
示，未来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
务实的作风，共同推动财政金融协同
发展，为实体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财政金融”联手赋能

共筑实体经济繁荣基石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周 锋 唐 鑫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李述智 实习生 刘希） “我种植
葡萄能够成功，离不开新宁农商银行
的帮助。”7月14日，新宁县金石镇石
湾村葡萄种植大户徐先生说道。

2021年开始，徐先生开始种植葡
萄。前两年投入多、产出少，徐先生很
快就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筹钱购买

农资成为他最头疼的事情。新宁农商
银行客户经理通过开展“党建+金融”
走访活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与
徐先生对接，对其种植基地的经营状
况和个人的信誉情况进行评估，为其
发放了20万元的“惠农E贷”。

有了资金的支持，徐先生干起事
来得心应手，将葡萄园打理得井井有

条，并拓宽市场销路，卖出了好价格。
“感谢农商银行帮助我创造今天这个
丰收的局面，有了他们的资金支持，
我发展产业信心满满。”徐先生高兴
地说道。

为支持像徐先生这样的农业产
业致富带头人，新宁农商银行坚持

“党建+金融”的工作思路，围绕辖内
种养产业进行深入走访，实行“一对
一”服务，送资金上门、送服务入户，
加大“惠农 E 贷”等线上产品推广力
度，实行“数据多跑路、客户少跑
腿”，让客户真正感受到贷款的方便
快捷。

新宁农商银行

种下甜蜜果 “贷”来好丰收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田小浪 赵俊杰 实习生 刘希）
7月10日，为有效防范新型电信网络
诈骗，提高广大居民的防诈骗意识，
切实维护群众财产安全，营造和谐
的社区环境，中国工商银行邵阳火
车北站支行到双清区龙皇桥社区开
展“打击洗钱犯罪 防范电信诈骗”
宣传活动。

该支行工作人员向社区居民发
放了反洗钱、防范非法集资以及打
击电信诈骗、养老诈骗等宣传手册，
并在活动现场播放了防电诈和电诈
涉案人员的忏悔视频，重点介绍了
电诈作案手法及防范技巧。该支行

工作人员还提醒现场市民，防范电
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泄露、不
贪便宜、不动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去贪小便宜；一定要选择安全可靠
的金融机构办理金融业务，积极配
合金融机构进行身份核查工作，不
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对网络
信息要时刻保持警惕，严禁出租、出
借和买卖账户。

“在社区开展反电诈宣讲活动，
不仅提高了居民的防骗意识，还彰显
了我们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将认真履
职，坚持一切为了客户，用实际行动
守护金融安全，营造良好的金融环
境。”该支行工作人员表示。

用实际行动守护“钱袋子”

7月12日，市财政局公布了2024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数
据显示，上半年，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全市财政总收入稳步增长，民生支出
持续增加。今年以来，我市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聚焦“八大行动”，提质增效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答好生财管财“必答题”

1 月至 6 月，全市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68.0亿元，同比增长5.1%，
其中，地方税收收入41.7亿元，同比
增长0.6%；非税收入26.3亿元，同比
增长13.2%，非税占比38.7%。财税收
入实现量质齐升，3年来收入质量首
次高于市州平均。

此外，上半年全市围绕“六类资
源、五类资产、两类资金”，综合运用

“用、售、租、融”四字诀，盘存量、挖增
量，累计完成资产资源处置收入
133.20亿元。

我市持续节流开源，市本级2024
年项目经费中一般性支出同比压减
10%，压减项目经费283项，金额1.62

亿元；取消非急需非必要支出13项，
金额 1.08 亿元；整合项目 3 个，金额
3.13亿元；收回结余结转资金1.07亿
元，盘活的存量资金统筹优先用于

“三保”等刚性支出。上半年全市“三
保”支出总额为 144.42 亿元，其中保
基本民生支出 54.81 亿元，保工资支
出82.98亿元，保运转支出6.63亿元。

上半年，我市财政资金得到全面
统筹，严格预算约束，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完成 324.7 亿元。为减轻企业经
营负担，推动实体经济蓬勃发展，我
市不断优化政府采购环境，上半年政
府采购实际金额达23.53亿元。同时，
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专项惠企经费
达 3859 万元，助力中小企业茁壮成
长。电子票据全面上线，截至6月底，
我市226家用票单位共开具财政电子
票据317万份，收缴金额24.27亿元，
为企业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答好财政为民“必答题”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我市民生支出持续增长。教育、医
疗、社保等领域的投入持续加大，确
保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

满足。同时，乡村振兴等工作得到加
强，城乡发展更加协调。

1 月至 6 月，全市民生支出达到
247.2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6.1%，同比增长1.1%。其中，就业优
先战略深入实施，全市筹集就业资金
2.04 亿元，确保各类群体就业稳定。
健康邵阳行动持续推进，全市卫生健
康支出达37.86 亿元，为“老有所养”

“幼有所育”“弱有所扶”提供坚实保
障。同时，教育支出完成62.91 亿元，
助力国家各阶段教育资助政策有效
落实，惠及学生36.07万人次，资助金
额约2.76亿元。科技投入持续增长，
科技支出完成 2.71 亿元，同比增长
12.03%，充分彰显我市创新驱动的坚
定决心。

“美丽邵阳”画卷正徐徐展开。上
半年，全市收到中央衔接资金8.17亿
元，推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污染防治、农村环境整治等
节能环保支出5.88亿元，为生态文明
建设注入强大动力。政法、信访、维稳
和国防等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交
通投资完成46.4亿元，城市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城市建设持续优化。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8.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完成324.7亿元——

我市财政收支“半年报”交出优异答卷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唐 鑫

▲市民正在挑选花摊上的产品。刘昌鸿 摄

▲ 花 摊
上摆放着品种多
样的绿植、花卉。

刘昌鸿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洪夜）
明明有摊位，有货品，却看不到老
板，也没有售货员，你想买东西，直
接根据价格扫码付款即可。7 月 12
日，在邵阳步步高新天地购物中心，
一家新颖别致的无人花摊上，摆放
着蝴蝶兰、彩叶芋等各类绿植、花
卉，吸引不少市民围观选购。

这个花摊的面积不大，地面和
货架上摆放着各种绿植、盆栽、鲜
花，每个产品都标注了价格。摊位上
有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自助
经营，扫码支付”。

下午 5 时，花摊迎来了销售的

小高峰，不时有路过的市民，被无人
售货的摊位吸引，停下来挑挑选选。

“逛商场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个小
摊，现在都已经是老顾客了。”市民
刘女士选购了两盆多肉，用来装饰
办公室，“自助购物的方式，让我感
觉有种被信任的愉悦。”

“我每天早晚进行浇水和补货，
其他时间都处于无人状态，大大节
省了人工成本。”花摊老板田颂明
说。田颂明今年35岁，从事花卉、绿
植行业已经10余年。今年5月，他摆
了这个小巧精致的无人花摊，既能
增加收入，也能美化商场环境。“刚

开始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
到转型自助经营后收获了惊喜。2
个月以来，上千笔买卖全凭自助交
易完成，还没有出现过逃单现象，现
在更有信心了！”田颂明说。

无人花摊

盛开“诚信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