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官司找律师，看病找医生。如果
遇到金融问题，怎么办？在金华，不少企
业会告诉你：找金融顾问。

连日来，在金华市金融办牵头下，
250 多名金融顾问分赴金华各个重点企
业、园区，为企业提供信贷、法务、税务等
方面“一站式”金融服务。

他们来自银行、保险、证券、股权投
资、担保、融资租赁、资产管理、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各个行业。像

“法律顾问”“家庭医生”一样，利用金
融顾问这个“1”，整合背后专业机构

“N”种合力，共同为企业定制综合金融
服务。金融顾问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日前，我跟着金融顾问团一起去为企业

“把脉问诊”。

走访调查问需
四个小时走了一万多步

“上午走访金华澧浦花木城，速来！”
一大早收到金东区金融顾问、“佰信企
管”童静的短信，我立刻赶到她对接的服
务点。

澧浦花木城是省内最大的花卉苗木
交易集散中心，入驻商户超600多家，年
销售额约 30 亿元。眼下正是花木交易
旺季，市场里一派繁忙景象。

“今天，你就和我一组吧。”童静递给
我一块工作牌和一叠登记表。走访队伍
里还有金融办、市场管理方、3 家银行、1
家会计师事务所，大家分两组行动。

我和童静等人走进一家名叫“北美
冬青”的商铺，老板娘正在装卸花木。
我们上前帮她搭把手，趁机聊起来：

“老板娘，现在生意好做伐？”“资金流
水 充 足 吗 ？”“ 现 在 使 用 什 么 贷 款 产
品？”老板娘机警地看着我们：“你们
是推销贷款吗？我们小本经营的，怕
还不起哦。”我们连忙笑着解释：“大
姐，我们是金融顾问，来看看大伙有啥
金融需求，金融办、市场方也来了，有
什么问题您放心提。”老板娘这才放松
下来，告诉我们目前正在使用一笔信
用贷款，年利率要 6%。“我们这里的商
户大多是外地人，商铺是租的，花木也
不能做抵押物。这两年，贷款产品五
花八门，上门推销的很多。融资倒不
难，但就是贵。”

听到这里，同行的一家银行工作人
员抢先说：“我们银行有更划算的产品，

不需要抵押，随借随还，利率也更低。”另
外一家银行工作人员也表示，可以将她
的经营信息作为征信凭证，去申请利率
更低的贷款。我赶紧在登记表“解决方
案”一栏把这些内容填上。

“我们回头再比对下其他银行，为您
匹配一家最合适的。”听到童静这么说，
老板娘脸上露出笑容：“如果能办下来，
可以省不少钱呢。”

走出商铺，童静告诉我，之前花木城
内都是单家银行前去开展业务。现在由
金融顾问牵头，多家银行组团上门，打破
信息不对称，为商户提供更精准的金融
服务。

根据前期摸排情况，金融顾问团已
与银行、市场方初步谈好，为商户进行
整体授信，同时设计“名贵花木贷”“电
商贷”等特色产品，从多方面降低融资
成本。日前还在花木城内设立了“金融
顾问工作室”，定期为商户开展金融
服务。

一个上午 4 个小时，我们走访了 10
家商户，微信运动步数超过1万，我的小
腿酸得不行。“半个月，要把 600 家商户
都走访完吗？”我问。“每家商户的需求都
不相同，不深入调查就没法‘对症下
药’。”童静回答。未及休息，一行人又脚

步匆匆朝下一个商铺走去。

研究政策文件
帮企业申请40万元补贴

过了两天，童静告诉我一家企业约
了我们上门“问诊”。她发给我一大堆自
己整理的文件表格，都是各级政府出台
的最新惠企金融政策，足有 50 多页，让

我提前了解下。
这些政策涉及到金融、发改、经信、

科技、税务、财政等各个部门，内容五花
八门。我花了半天时间仔细阅读，有一
些不懂的地方，还专门请教了相关政府
部门工作人员。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了金华市
九鑫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销售电动工具、

箱 包 等 ，以 出 口 为 主 ，年 产 值 超 过 1
亿元。

“走，带你们去看看新产品。”刚到企
业，负责人徐小园就拉着我们来到生产
车间，展示了一款超声波水疗仪。原来
该企业瞄准大健康产业，刚上马一个以
内销为主的新项目。“那融资需求很大
吧？”我问。“是啊，下个月就要全国招商
了，融资方案还没确定。”徐小园有些
焦急。

“要解决跨区域、供应链上的融资，
光靠本地传统金融机构肯定不够。”童静
很快“开了方”，为企业对接了一家全国
性的线上金融机构，融资成本和风险都
可以降低。

“那太好了。”徐小园心上一块大石
落地，语气也轻松不少，热情招呼我们
到办公室喝茶。这时我拿出早已准备
好的政策文件，为她解读起最新政策。

“今年金东区设立了5亿元应急周转金，
金融机构不得对使用的企业降低评级，
否则将通报批评，若有需要可以放心申
请。”

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
去年获得了专利权质押贷款并按期正
常偿还贷款。仔细对照文件，我们帮企
业找到一条可享受的补贴政策，算下来
企业可以得到 40 多万元奖补。“这个政
策好，让我们企业投入研发、转化科技
成果的动力更足了。”徐小园一边在我
们协助下填写申请表，一边又分享了他
们企业在金融顾问帮助下享受到的政
策红利，累计为企业降低财务成本近
100万元。

“其实这几年政府出台了许多好政
策，只是很多企业不了解，也缺乏财务金
融知识，没有享受到。”童静对此深有感
触，针对这一痛点，金东区除了组织金融
顾问上门政策宣导，还定期邀请业内大
咖进行金融知识培训、政策讲解，举办创
业沙龙等，很受企业欢迎。

跟随专家“会诊”
问题建议写满10页纸

3月底，金东区金融办组织了一场金
融顾问工作推进会，邀请了40多位金融
顾问，还有经信局、财政局、各乡镇（街道）
经发办相关人员。我自告奋勇承担起会
议记录任务。会前，我了解到，截至目前，
金融顾问制已在全省形成了近 1800 人

的队伍。
会议开始，金东区金融办副主任王

庆军开门见山：“今天，我们就是‘专家会
诊’，看看大家在开展金融顾问工作时有
什么难题？”

话音刚落，一位乡镇经发办人员就
发问：“最需要贷款的小微企业很难贷到
款，不缺钱的大企业却天天被银行追着
跑，这一矛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问得
好。”王庆军接过话头，“眼下金融服务确
实对成长性企业、困难企业服务不够。
而这正是金融顾问制建立的初衷，要让
金融服务真正解决实体经济难题。这也
是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举措。”

一番话说完，我看到不少顾问都在
点头。这时一位金融顾问提出，在服务
企业时，存在重复走访现象，也是对企业
的一种打扰。

对此大家倒有不少话说。“建议成立
顾问联盟，企业的某些信息可以共享。”

“可以定期印制一些金融政策，分发给企
业。”也有人提醒，共享信息时要注意保
护好企业隐私。很快我的笔记本上就记
了十几条建议。

“我遇上个疑难杂症，现场就请专家
们一起会诊！”一位来自银行的金融顾问
抢到了话筒，抛出了一个问题。很快就
有四五个不同领域的金融顾问，从各自
专业出发，给出了建议。

一个下午，金融顾问们你来我往热
烈讨论。我的记录本上，写满了密密麻
麻的专业术语，大家针对各种问题提出
了建议和方案，我整整写满了 10 页纸。
虽然其中好多金融术语我不太懂，但是
现场热烈的气氛和金融顾问们帮企业解
决难题的诚意，让我深受感染。只有深
入过企业，对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
有切身体会，这些金融顾问才能提得出
问题，开得出“药方”。

会后，一位金融顾问告诉我，他们为
中小企业做的都是公益问诊。不仅要付
出时间和精力，而且需要热情和耐心，但
这一切他觉得很有意义，未来还会长期
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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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区26县之一，延伸服务触角
打通“最后一公里”，一直是三门县政务
服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三门推出“政
务服务车”，组建企业审批专班，多个部
门组团上门服务，让企业一次办好项目
审批流程，针对一些跨部门的难题还可
以在车上召开联席会议，现场出具审批
意见，让企业更有获得感。

三门“政务服务车”集行政审批、公
共服务、政策解读等功能为一体，通过定
时定点、提前预约等方式，召集相关事项
办理人员进企业、到镇村，改“坐等审批”
为“上门服务”。

日前，我们跟着三门县行政审批服
务中心党工委委员蒋肖猛一行人，踏上
了这辆神奇的大客车，体验这支团队如
何为企业和群众服务。

服务送进工地
为企业办理水保登记
“人都到齐了吗？设备都搬上来，赶

紧出发！”早上 8 时 30 分，我们一到三门
县行政服务中心，就看到这辆“政务服务
车”，车身两面海报格外显眼。车里另有
乾坤，在横向摆放的办公桌上，根据不同
的业务范畴、服务对象，放置不同的设
备，完成从出生到死亡“个人全生命周
期”以及从开办到注销的企业“全生命周
期”的政务服务事项。大家忙着往车上
搬电脑、打印机等设备。

一上车，我们看到车里已有20余名
“乘客”，他们来自县自规局、发改、住建
局等各部门，还有一些熟悉情况的乡贤、
老干部等。“需求不同，‘政务服务车’搭
载的乘客也不同。比如开展便民服务
的，就召集民政、卫健等部门；进企业的，
则侧重发改、建设等部门。”蒋肖猛说。

出发后，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办公
室主任祁炳森给我发放了一个“政务管
家”铭牌，佩戴在胸口上，我正式成为这
个团队的一分子。这次要服务 4 家企
业，都位于浦坝港镇上的沿海工业区，主
要就是帮助企业梳理投资项目审批链，
推动重点项目尽快落地投产。

一个多小时后，工程车渐渐多了起
来，我们来到了工业城。“虽然现在讲‘不
用跑’，但没有面对面沟通，我们还是心
里没底。”浙江凯华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闫慧玲拎了一大袋资料上车，
看来准备很充分。

“先把水保登记办了。”县水利局行
政审批科负责人陈力铭示意我坐到电脑
前去办理。企业投资 10 亿元建设年产
50 套新能源汽车光学模具及年产 500
万件新能源汽车光学元件项目，计划今
年开工。没有水保登记，就办不了施工
许可证。我在电脑上登录“浙江省投资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3.0”。“下一步要
怎么做？这个要填什么数据？”整个填写
过程中，我不停向陈力铭提问。在他指
导下，我用了 10 分钟，顺利填写项目情
况、上传审批资料、线上提交登记、打印
盖公章。“真的很方便！”我感叹。陈力铭
解释，这是简化流程后的成果。“由于沿
海工业城已经完成了区域水保审批，这
个区域范围内的所有工业企业，都会实
行降等审批，现场就能办结，不用再提交
水土保持方案。”陈力铭说。

随后，同样在政务服务网上，我还为
闫慧玲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网
络又卡住了。”我说道。在当天的服务过

程中，车上网络信号时强时弱，这也是每
次出车时工作人员“最大的烦恼”。

政务服务车半个月出动一次，往哪
里发车？载什么人？据蒋肖猛介绍，首
先他们依靠分布在县级部门以及各乡镇

（街道）工办、市场监管所、便民服务中心
等“营商环境前哨站”的 56 名联络员队
伍以及“万名干部助万企”“投资项目全
程帮办代办服务”等多个助企帮扶平台，
事前征集企业需求，然后再统筹审批部
门，通知企业准备材料，最后出车统一集
中办理。

除了开展审批服务，他们还会帮助
解决招工难、融资难、历史遗留问题等，
办理工伤鉴定、门牌证等。截至目前，共
出动政务服务车 36 次，入企 76 家，为工
业园区及企业办理各类证件 2000 余件
次，为企业现场解决困难近700个。

探访集镇小店
给个体户办营业执照

下午1时许，艳阳高照，我们一行人
离开工业园区，赶往集镇区。在热闹的
街上，个体户余小宾就站在店门口，等待
办理营业执照。

我和随行的市场监管局几名同志一

起走进店里，前后检查了一遍。小店面
积不大，空无一物。在营业执照办理之
前，商户要确保没有提前装修店面，否则
出现不合规行为，还要返工耗时耗力。

“他今天办理营业执照，不需要带材料
吗？”我看着两手空空的余小宾，感觉有
些疑惑。“凭着一张身份证，就能完成申
报和实名核验，非常方便。”县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组综合受理员陈玲玲
告诉我。

有了之前帮企业办理审批文件的经
验，这次帮助余小宾办理营业执照，我心
里也有了一点底气。根据事先向陈玲玲
请教的操作流程，我快速登录浙里办，点
进“我要办企业”，首先进行店名查重。

“三门已经有一家名叫‘秋宇’的餐饮店
了，不能重复用。”我告诉余小宾，要改一
下店名。“那就改成‘秋雨’。”稍后，余小
宾告诉我，其实那一家餐饮店也是他的，
就开在县城里。

依托浙江省全程电子化登记平台，
整个办理流程十分顺畅。“店面面积多
大？做外卖吗，售卖生食吗？”我一边问，
一边快速输入经营者个人信息、经营场
所、经营规模、经营范围等信息，20 多分
钟后，一张崭新的营业执照出炉，我兴奋
地把它交到了余小宾手里，并祝贺他新

店开业大吉、生意兴隆。边上的市场监
管局工作人员将经营餐饮店的后续注意
事项逐一告知。

看着余小宾脸上的笑容，祁炳森对
我说，每次出车他们都希望能服务到群
众的心坎里。我十分感同身受，一天下
来，看到服务对象带着成果满意离去，成
就感油然而生。

除了会接“散客”，“政务服务车”还
接待“团队业务”。三门是海水养殖大
县，去年底，海润街道“营商环境前哨点”
发现涛头村、园里村不少村民需要办理
养殖类营业执照，“政务服务车”立马开
进了养殖塘边，为12户养殖户集中办理
养殖营业执照，并趁机邀请了养殖专家
科普海水养殖相关知识。

文化礼堂摆摊
村口给老人办老年证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三角塘村，在文
化礼堂门口摆起了摊，令不少人驻足
围观。

“摊位”一摆出来，“生意”还挺不
错。不少老人呼朋引伴，一会儿就围上
来不少人。90 岁村民王正松和老伴儿
听说在村里就能补办老年证，立马从家

里赶了过来，高兴地说：“办了老年证，坐
公交车免费，之前不小心丢了我还正发
愁呢，没想到你们就来村里办了。”

“您坐着，我们给您办，一会儿就
好。”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综合组综合受
理员邵潇鸿示意我来为老人服务，登录

“浙里康养”老年人优待应用场景，输入
个人信息，按下打印，只听制证机滋滋作
响，几秒钟一张崭新的老年证就新鲜出
炉了。

我看着邵潇鸿手里拿着一叠新卡，
问：“这有多少张卡？”邵潇鸿说：“这次拿
了 200 多张。每次去偏远山村办老年
证，老人们都特别热情，这些卡片应该能
办完。”

为了避免偏远山乡村民来回奔波，
依托乡镇（街道）网格员、便民服务中心
等前哨点收集服务需求，沿着盘山公路，

“政务服务车”一天最多跑过 6 个村，为
群众现场办理 80%以上的县域政务服
务事项。截至目前已经服务村庄54个，
为群众办理各类证件2400余人次。

下午 5 时许，“政务服务车”从浦坝
港镇开始驶回县城，回程路上还要再完
成今天的最后一个订单——为卧病在
床的 80 岁陈阿公补办身份证。陈阿公
长期卧病在床，半个月前，家人想为其
办理一张残疾证，但因找不到身份证而
搁浅。当天，听三角塘村的人说政务服
务车上门服务，立马联系工作人员，请
求帮助。

“只要需要服务，哪个村我们都会
去。”祁炳森说，通过
村民口口相传，在一
个村服务，周边村庄
都会知晓，有需要服
务的，“政务服务车”
团 队 尽 心 尽 力 去
服务。

三门县组建专班赶赴工业区和村庄——

“政务服务车”上门，办事更便捷
本报记者 杨 群 共享联盟·三门 章雪瑶

朱浙萍

我当企业“店小二”

杨 群

记者（中）跟着金融顾问走访澧浦花木城。 本报记者 潘秋亚 摄

来自不同领域的金融顾问一起对“疑难杂症”开展“专家会诊”。 本报记者 潘秋亚 摄

工作人员讨论梳理投资项目审批链。 本报记者 叶剑锋 摄 记者（左）和“政务管家”陈玲玲（中）一起为商户办理营业执照。 本报记者 叶剑锋 摄

扫一扫 看简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