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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数字技术
创新金融产品

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给生产生活
方式带来巨大变革，而金融业是数字技
术应用的前沿阵地。

近年来，工商银行加快推进数字工
行建设，优化业务模式与管理模式。在
普惠金融方面，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打
造了数字普惠产品体系，通过强化内外
部数据要素协同，沿着数据、链条、资产
搭建信用类“经营快贷”、交易类“数字
供应链”、抵质押类“网贷通”三大数字
普惠产品体系。

金华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主营

电动工具及配件的制造、销售。工行
金华婺城支行在走访中了解到，该企
业生产的电动工具主要面向国外市
场，回款账期一般在 6 个月，面对市场
回暖，大额订单不断，流动资金问题逐
步凸显。在了解到此情况后，该行向
企业推荐了数字化产品“跨境贷”，以

“海关结算数据”作为依据，结合客户
自身授信需求，成功发放了 160 万元
贷款。

工行金华分行在数字普惠实践
上，通过科技赋能，着眼小微企业融资

“痛点”“弱点”，综合运用金融科技手
段和信息数据资源，创新打造数字普
惠产品体系，构建数字化经营管理体
系，着力提升金融服务供给，不断提升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直达性
和普惠性。截至今年 9 月末，工商银行
金 华 分 行 银 监 普 惠 口 径 贷 款 余 额
290.33亿元。

当前，顺应金融数字化改革是金融
机构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扩大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
体系”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建行金华分
行充分发挥建行人民币账户和外汇账
户统一管理的先发优势，积极打造客户
经营、一体化服务等方面的核心竞争
力，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
系试点网点，建行东阳支行营业部积
极宣传，便利账户管理、简化开户流
程，为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
和金融服务。试点以来，该行成功支
持一家境外上市影视公司在境内的子
公司开立美元本外币合一资产变现专
用账户，当月就汇入 1010 万美元并于
当日结汇。客户表示，开立本外币合
一账户带来了很大便利，也降低了企
业财务成本。

农村普惠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

“有了你们银行的支持，我心里更
有底气了，也更踏实了。”武义泉溪镇江
山村的项大伯站在农田边，一边忙活一

边说道，“今年行情好，我想抓住机会，
要是没有你们，我还真不一定能干成
事。”

原来，项大伯今年刚在村里盖了新
房，生姜种植又面临扩大生产，买种、买
设备又是一大笔开支，居高不下的资金
压力让项大伯很是头疼。

就在项大伯急需资金的时候，金华
银行客户经理来村里宣传金融政策，了
解到项大伯的烦恼后，通过筛选前期导
入系统的整村授信名单和农户信息，确
定项大伯为白名单客户，根据客户需
求，短时间内便为其提供信用贷款 30
万元，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武义泉溪镇江山村，像项大伯一
样的生姜种植户约有 40 余户，为解决
姜农的急难愁盼问题，金华银行客户经
理穿梭于各个姜棚，与农民攀谈了解，
充分利用该行“星农贷”的科技赋能优
势，把金融服务搬到田间地头，为姜农
提供现场服务。

今年以来，金华银行全面推进普惠
金融试点扩面，优化小微作业模式，把

“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引向田间地头，
精准滴灌农企农户。年初推出的惠农
产品“星农贷”，可实现线上获贷、整村授
信，今年以整村授信方式开展合作村居
新增728个，授信总额17.8亿元。截至
9 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 262 亿元。
其中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12亿元。

金融精准滴灌
赋能小微企业

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金华监管分
局的指导下，金华各金融机构积极优化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加强对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支持小微经营主
体可持续发展。

今年以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聚焦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支持小微企业
恢复发展与重点领域紧密结合，下沉服
务、创新产品、优化机制，着力提振小微
企业的信心和目标，激发市场活力和内
生发展动力。

围绕实体需求，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将小微企业的痛点难点堵点
作为创新发力点，创新推出“企
业人民币自助循环贷款”，推
动经营下沉，满足企业客户

“短、频、急”的资金需求。
“我从事五金、电动工

具制造多年了，公司产品
主要以出口为主。”浙江稠
州商业银行经营性客户吕海
洋说，由于铝锭、钢材等原材料
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公司日
常经营中对短期流动资金的需求
较高。浙江稠州商业银行金华磐安
支行与企业积极对接，为其在还款方式

上争取到企业人民币自助循环模式，给
予客户流动资金贷款50万元。

“企业人民币自助循环贷款”具有
随借随还、额度循环使用的特点。当客
户需要资金时，可灵活使用贷款，资金
实时到账，在提高企业融资效率的同
时，极大节省了企业融资成本。浙江稠
州商业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产品担
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为小微企
业扩宽了融资新渠道。产品自 7 月 5
日上线以来，在金华市内支持客户授信
金额 5550 万元，授信户数 126 户，贷款
余额1707.50万元，贷款户数48户。

金融精准滴灌 赋能实体经济
——金华奋力打造普惠金融“浙中新高地”

沈 超 章任艳 鲍若水

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家家有账户⋯⋯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取

得长足进步，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移动支付、数字

信贷等业务迅速发展。

以发展普惠金融为抓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围绕浙江省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标志性成果目标、重点工作和重大改革，聚焦

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明确工作要点，持续提升金融支持力度和服

务效能。金华经营主体多、小微企业多，普惠金融服务需求也更为多元。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华监管分局强化监管，坚持“两增一降全覆盖”“两个一致

惠民企”“六大行动齐推进”，全力支持民营企业、中小微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扎

实开展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创建，奋力打造普惠金融“浙中新高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义乌
福 田 街 道 银 海 社 区 的“ 夜 经 济 商
圈 ”，迎 来 一 天 中 最 热 闹 的 时 段 。
潮汕菜、湘菜、粤菜⋯⋯各色美食在
这 里 聚 集 ，吸 引 了 大 批 市 民 前 来 ，
品味着城市的烟火气和活力。

“ 自 从 实 行 商 户 邻 里 守 望 联 防
模式，安全感大大增加，我们就能更
安心地做生意了。”一家火锅店负责
人表示。银海社区毗邻国际商贸城
三区，是一个典型的商贸型社区，凭
借着良好的区位优势，形成了具有
银海特色的“夜经济商圈”。目前，
该商圈占地 20000 平方米，集餐饮、
住 宿、休 闲、文 娱 场 所“ 一 条 龙 ”服
务，共有商户 245 家。今年以来，银
海社区以“美食之都 五色银海”品
牌为抓手，将党建优势持续转化为

商圈企业发展的优势，实现了工作
与商圈繁荣互促共赢。

如 今 ，夜 经 济 商 圈 成 了 参 与 治
理、服务群众的重要场域。银海社区
打造的“铺铺联防”已成为社区基层
治理的重要一环。“‘铺铺联防’是社
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
全长效机制，全力推进和谐平安银海
商圈建设的其中一项。”银海社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表示，通过“1+1+多”
的“科技＋人力”模式，即一个智能系
统、一个红色站点、多个“铺铺联防”，
全力营造稳定和谐生活环境，共建共
治共享成效不断凸显。

据 悉 ，一 个 系 统 是 指 由 福 田 街
道 在 银 海 社 区 首 创 的“ 福 田 云 警 ”
系 统 ，具 备 远 程 视 频 查 看 、拍 照 录
像、语音对讲、异常侦测、红外夜视

等功能。目前，系统已经连接至派
出所勤务指挥室，实现 24 小时实时
预警。一个站点即由社区牵头设立
夜间红色流动服务站，通过流动岗
亭设置、流动服务开展的“流动”服
务 模 式 ，全 天 候 开 展 安 全 大 巡 查 ，
让商户逐渐树立起有事找站点的意
识 。“ 铺 铺 联 防 ”是 以 区 域 摊 点、店
面 为 单 元 ，鼓 励 和 引 导 商 户 从“ 我
被 管 ”转 变 为“ 我 来 管 ”，主 动 参 与
到 文 明 安 全 巡 查 、环 境 治 理 、志 愿
服务等工作中来，全面提升商家责
任意识。

此 外 ，银 海 社 区 还 制 定 了 美 食
专业街管理公约，建立红黄旗考核
机制，通过这种正向激励加反向倒
逼 的 方 式 ，增 强 商 户 主 体 责 任 意
识 ，推 动 商 圈 的 各 行 业 自 律 发 展 ；

通过定期举办沙龙，邀请商户分享
经验、共享资源，互相交流学习，助
推行业成长发展和转型升级。

福 田 街 道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今
年，街道将坚持建立长效机制，对 7
个夜市和一个夜经济商圈进行硬件
提升、环境整治，提高整体净化、亮
化 、美 化 、便 利 化 水 平 ，为 夜 经 济

“ 锦 上 添 花 ”。 如 今 福 田 辖 区 内 的
各个夜经济圈已然成为市民茶余饭
后 、休 闲 娱 乐 、遛 弯 带 娃 的 常 去 之
地。展望未来，福田街道将持续鼓
励辖区内夜间经济发展，同步加强
夜间经济的食品、交通、消防、治安
等 方 面 的 安 全 管 理 ，让 人 间“ 烟 火
气 ”和 城 市“ 洁 净 美 ”融 合 升 腾 ，助
力 辖 区 经 济 迈 上 新 台 阶 、实 现 新
发展。

义乌福田：
“夜经济商圈”彰显城市烟火气

龚盈盈 何贤君

衢州市衢江区是全省山区26县之
一，推动乡村振兴是实现山区县高质
量发展的重中之重。面对地方财政收
入有限和乡村发展需求快速增长的矛
盾，秉持用“小财政”撬动“大产业”的
思路，今年衢江区财政局以实施“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支持打造乡村共同富
裕试点为契机，推广“奔富产业联盟”
发展模式，探索财政支持强村富民新
路径。

一根甘蔗“火”出圈
强村富民有奔头

深秋 10 月走进后溪镇井泉边村，
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这里有着
400 多年甘蔗种植历史。在各级财政
的支持下，该村紧抓未来乡村建设契
机，激活甘蔗种植这一传统产业，深加
工延伸产业链，种养、制糖、酿酒、农旅
等一二三产蓬勃发展，村庄实现从“三
无”（无规划、无产业、无项目）到“三
有”（有人来、有活干、有钱赚）的转变，
再向“三富”（富村、富民、富精神）的迈
进，这里成为新晋乡村旅游打卡地，累
计接待各地游客约 10 万人次。“2022
年 ，我 们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收 入 达 到
132.19 万元，今年还会再上新台阶。”
泉井边村村书记介绍。

衢江区财政局经过充分调研选取
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井泉边村为“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支持重点，大力推广

“奔富产业联盟”发展模式，有效改变
以往财政资金投入分散、项目不集中、
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的情况。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财政资金是有限的，要坚持精准
投入联动发展，才能发挥‘四两拨千
斤’的效益。”衢江区财政局相关负责
人说。通过实施试点项目，配套省级
及地方财政资金 3000 万元，以井泉边
村为核心，联动周围后溪、上棠、下棠、
前百4个村组建产业联盟，差异化发展
立体式稻田综合种养模式，打造稻蟹、
稻虾、稻鳖共生基地，实现种养结合、
生态循环，一水多用、一田多收。

目前，后溪镇 15 个“奔富产业联
盟”项目已建设完成9个，集中连片流转
土地5000余亩，发展甘蔗、制糖、酿酒、
种养等产业总产值近亿元，项目区5个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616万元，同比增

加316%，村民年人均增收近3000元。

栽好梧桐引凤来
产业振兴奔共富

“稻渔种养出的鱼类个头饱满、肉
质鲜美，水稻也比普通大米的市场前
景更好、价格更高。”创业新乡贤吴慧
高兴地说。位于后溪镇上棠村的衢江
区稻渔种养渔场，工人们刚收获了秋
稻。渔场还雇用了周边近20名村民管
理，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一个月有近
5000元的收入。

今年 7 月，总投资超 20 亿元的衢
江区现代设施数字渔业产业园项目开
工，落地后溪镇，基地一期项目预计今
年 12 月建成投产，以渔兴村、以渔富
民，致力成为绿色低碳发展新标杆。

通过实施“奔富产业联盟”带动全域
发展，以“小财政”撬动“大产业”、服务“大
民生”，衢江乡村的广袤大地上正激荡着
产业兴、乡村强、农民富的强劲律动。

衢江：“奔富产业联盟”探索强村富民新路径
柴慧玲 李 越

后溪镇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基地
毛晗晟 摄

梅亦洋 王琳

近日，在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
的恒达富士电梯有限公司智能制造
中心内，工人们正在厅门自动生产
线上忙碌着，生产一批即将运往国
外的电梯产品。

据了解，该公司始终高度重视
科技创新，目前已经研发出金属自
立式一体化快装乘客电梯、大跨度
重型自动扶梯、安全舒适超高速电
梯等一批产品，进一步提升了企业
的“智造”实力。

“今年以来，我们享受了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
优惠、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等

‘政策红包’超 1000 万元，这为我们
加大研发投入增添了底气。”谈起税
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帮
助，恒达富士电梯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吴亚琴连连称赞。

这是南浔区税务局优化营商环
境的生动实践之一。近年来，为更
好地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南浔
区税务局按照“全面顶格+第一时
间”原则，持续优化税费优惠政策直
达快享机制。在做好政策全面宣传
的基础上，该局发挥税收大数据作
用，全面筛选符合政策条件的纳税
人、缴费人，并通过征纳沟通平台迅
速开展“一对一”精准推送，做到“政
策找人”“政策上门”，让纳税人、缴

费人都能够应知尽知政策、应享尽
享红利。

前不久，南浔区税务局“练溪
蓝”税小队来到湖州嘉亨实业有限
公司走访，了解到该企业存在项目
建设周期长、投资大、资金回笼慢等
情况。随即，小队成员迅速行动，为
该企业细致介绍了适用的税费优惠
政策以及具体的操作流程，还帮助
其申请到一笔 2500 万元的增值税
留抵退税优惠，既保障了在建项目
的按期竣工，也增强了企业的发展
信心。

为更加精准聚焦民营企业发展
需求，南浔区税务局积极下沉到基
层一线，深化走访调研、问需解难，
通过组建专家服务团队、优化“1+
3+1+n”智慧办税服务综合体、设立

“浔税驿站”税务服务点等方式，促
进企业诉求快速响应、企业困难精
准解决，有力地支持了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

“在推进出口退税提速增效方
面，我们也着力发展好云端培训，
按照‘一企一策’思路为出口企业
完善线下个性化辅导，并持续做好
后续服务，助力‘地瓜经济’根壮藤
广。”南浔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局将继续聚焦三个“一号工
程”，发挥好税收职能作用，切实调
研企业诉求，为企业纾困解难，点
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引擎。

南浔：税惠加力鼓劲
护航民营经济

南浔区练市镇工业园区 （图片由南浔区练市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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