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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
拓宽服务范围

近年来，建行温州分行下沉服务
重心，将金融资源更加精准有效地滴
灌到更加广泛的经营主体。对产业链
上下游精准纾困、为民营企业提供高
效智能化服务、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提供更多金融资源⋯⋯

据了解，该行通过大数据管理和
智能化应用，构建“预授信客户—授信
客户—贷款客户”经营体系，扩展了客
户服务范围。同时，通过挖掘数据信
息，创新构建金融服务场景和适配产
品，将金融支持深入到民营小微企业
日常生产经营各个环节。

“想不到这笔贷款批得如此快速，
而且融资成本也比以前大大降低。”前
后不过几天，两笔共计 558 万元的“桥
头贷”就转进了公司账户，永嘉的某服
饰企业主邹先生激动地说。有了新资
金，他在原本功能性纽扣转向装饰性
纽扣上做文章，对设备进行再更新，不
断升级关键技术，产品销路更广了，年
销售额相较于往年也大幅提升。

建行温州分行相关负责人说，近
年来，该行立足县域特色产业优势和
块状经济特点，坚持“一县一策”，以此
提升 26 县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
永嘉“桥头贷”就是专门针对永嘉县桥

头镇纽扣、拉链产业小微企业客群量
身定制的。

目前，该行组建的“金融服务团”
不断走进小微企业，帮助企业畅通各
种融资需求。通过不断优化贷款结
构，提高服务质效，助力企业扩大朋友
圈、做强产业链。数据显示，截至11月
末，该行已为 3.5 万户小微企业客户发
放贷款，贷款余额超386亿元。

探索模式
推动绿色发展

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浙江监管局持续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大
力发展绿色金融，不断提升绿色低碳
发展服务质效，发挥绿色金融的资源
配置功能，加强绿色金融与浙江产业
发展的对接。华夏银行温州分行沿着
生态发展的思路，强化对企业及其生
态圈客户的全方位营销，拓展其上下
游生态客户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新
能源绿色经济民营企业等高质量快速
发展。

成立于2007年的温州某新能源公
司，主营业务为电池冷却产品的研发、
制造，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储能电池。目前，该公司已与宁德
时代等国内多家电池厂和汽车主机厂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早在 2019 年，华夏银行温州分行
就与该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在日常
走访中，该行工作人员发现该公司上
下游交易稳定，已具备集团化运作的
雏 形 ，企 业 生 态 链 下 游 订 单 不 断 增
长，需扩大生产规模，同时，随着业务
增长，对上游供应商的产品需求将不
断增加。这一过程中，部分供应商为
小微企业，都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
现象。

针对客户自身发展的具体需求，
华夏银行温州分行积极制定特色化的
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提供现金管理
资金归集服务。同时，将客户服务模
式由单一客户服务向生态客户服务转
型，金融服务向生态化发展转变。为
企业提供母子公司共享额度、产业链
延伸服务，帮助上游中小企业做优做

强，实现客户的链式开发。在此过程
中既解决公司本部的授信需求，也服
务了控股子公司、上下游合作伙伴，满
足企业多元化的需要，进一步贯彻落
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产业链金融”
等政策要求。

当好后盾
聚焦“地瓜经济”

文成县是温州典型的侨乡，“白天
业务，晚上答疑”是建行文成支行的特
色工作模式。为了当好在外经商的温
州人坚实的“金融后盾”，国际业务创
办以来，建行温州分行便与时俱进开
办当地外管局同意办理的所有业务，
助力温州商品运出去、国外资金引进
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
局通过一揽子举措，推动银行保险机
构聚焦“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
放工程”。“地瓜经济”的蓬勃生命力植
根于浙江人敢闯、敢拼、敢争先的精
神，但也离不开各类要素的滋养，金融

之水就是让“地瓜经济”藤蔓茁壮生长
的活力源泉之一。据了解，由于大部
分客户在欧洲，存在时差，建行工作人
员下班后，在手机屏幕前指导客户办
理业务是家常便饭；当华侨归国或返
程 之 时 ，后 续 的 接 送 服 务 也 一 路 相
伴。同时，考虑到客户在异国他乡思
虑亲人，对侨眷的各类暖心服务更是
层出不穷。

建行文成玉壶支行坚持党建红色
文化、文成侨乡文化、建行金融文化为
一体，开通了党建品牌暖心管家“暖侨
热线”。“暖侨热线”在为华侨提供日常
金融服务的基础上，推出了“十大暖心”
特色金融服务举措，帮助在外华侨照顾
留乡的老少侨眷，安其心，抚其虑。那
一边，“走出去”的创业者感受着家乡银
行提供的及时、可信赖、有安全感的金
融服务；这一头，多层次、多角度的非金
融服务也渗透进美好生活，提升着华侨
和侨眷的幸福感、获得感。

做出特色
打造养老场景

养老产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提
升人民幸福感和安全感、助力民生补
短板的手段，在推动养老产业前进的
扎实步伐中，离不开金融贡献的“硬
核”力量。

温州某养老养生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营养老服务的温州本土民
营企业，该公司的康复城项目以“地
产+养老”的模式填补了温州康养行业
的空白。华夏银行温州分行立足区域
资源禀赋，着力建设特色金融服务银
行，并将养老金融服务作为重要抓手，
推出养老特色产品和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致力于打造“客户端、产业端、服务
端”养老场景，大力推动养老金融业务
发展。

“今年初，华夏银行温州分行给我
们发放了七千多万元的贷款，利率很
优惠。我们这个项目之所以能进展得
如 此 顺 利 ，华 夏 的 金 融 支 持 功 不 可
没。”在康复城项目施工现场，该项目
相关负责人对华夏银行温州分行的工
作表达了极大的认可。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温州市瓯海
区，总用地面积 3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近 6 万平方米，可提供养老床位超
500 个，预计总投资额超 3 亿元。在项
目初期，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就对此投
入了极大的关注。为了能快速落地对
该项目的金融支持，华夏银行温州分
行成立专项攻坚小组，第一时间上门
对接调研，积极加强银企沟通，分支行
上下联动，根据客户特点定制授信方
案，最终为该项目争取到授信金额1亿
元，为温州打造浙南养老服务高地、全
省养老服务标杆区注入金融活水、贡
献金融力量。

建行工作人员在企业车间走访
（建行温州分行供图）

金融“输血”为企“供氧”
钱炫之 张紫祎

金融是经济的“心脏”，为实体

经济发展“输血供氧”。在温州，以

改革为抓手，做活金融业态、做优

金融生态，成为温州金融业共同奋

斗的目标。

民营企业的需求在哪里，金融

业的服务支撑就延伸到哪里。

近年来，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浙江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温州监管分局的指导下，温

州金融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

力增强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稳定

性、连续性，将更多金融资源向民

营企业倾斜。

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工作人员在养老企业走访
（华夏银行温州分行供图）

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工作人员在养老企业走访
（华夏银行温州分行供图）

财政政策兑现如何实现直达快
享？事关惠企利民的服务效能，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乘着我省数字化改革的浩荡东风，
东阳市财政局积极探索惠企资金直达
兑付机制，打造线上“东阳市惠企利民
政策兑现平台”，将提升惠企政策兑现
服务作为深化“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
号开放工程”的重要内容，打破数据壁
垒，强化主动服务，迭代优化惠企直达
资金兑付流程，实现惠企政策智能匹
配，精准推送，最大程度释放政策红利，
助力“一号开放工程”提质增效。

政策集成
惠企政策“一网尽享”

为有效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破解
过去企业“政策不易找、申报靠腿跑、兑
付效率低”等政策兑现难题，推进惠企

政策直达快享改革，东阳市财政局牵
头，联合各主管部门，对全市政策进行
了全面梳理，迭代完善了出口信保扶持
政策，加大以“政府团+企业团”形式出
境拓市场、商务考察、经贸洽谈的支持
力度，研究制定委托招商实施办法等。
通过一系列举措，打好“政策+资金+平

台”组合拳，形成较为有力的政策支撑
体系。

在不断完成政策体系的同时，财
政局联合各主管部门，按照“应上尽
上”原则，将梳理的国、省、市、县四级
惠企政策全部上线，打造一站式“政策
超市”，目前，已汇集惠企政策85个，奖
补申报项目 873 项，实现惠企政策“一
站可查”。

效率为先
政策兑现“一秒直达”
“我们提供了银行账户信息，奖金

就到账了，现在申领财政补助方便多
了。”浙江巍华赛能气体有限公司未提
交申请资料，就领到了260多万元的外
贸奖励。

为进一步精简流程，提升奖补资金
兑现效率，东阳市财政局将所有奖补项

目搬上网，将原本复杂多样的申报材
料用大数据系统自动归集的信息数据
取代，把多部门层层报批、审核程序变
成部门间线上的自动流转。同时，通过
明确每个环节办理时限，减少不必要的
申报材料，对政策申报流程进行全面优
化和再造，最大程度做到“减材料、减环
节、减时间”。灵活删减主管部门复审、
发布公示、下达资金文件、企业凭据领
取奖补资金等环节，极大提升了审批效
率。

除了外贸、出口信保奖励无需企业
申报外，东阳市对其他荣誉类奖励政
策，如工业强市奖励、政府科技创新奖
励等均无需企业申报，相关材料由主管
部门上传，操作后直接进行“无感支
付”，让兑现环节变得更快更流畅，真正
实现政策红利免申即享。目前，已实现
无感支付的项目申报数达339个，提升
兑现效率30%以上。

智治有为
政策推送“精准智配”

构建政策库企业库，是“东阳市惠
企利民政策兑现平台”建设的创新举
措。平台对入库政策进行梳理，按照产
业、层级、部门、支持方向等维度进行分
类。对梳理后的政策进行逐一拆解，实
现标签化、结构化改造，建立政策标签
库。建立企业档案，逐步完善企业画
像，打造企业空间，形成“一企一档”。
并建立培优企业名单，划好企业成长的

“政策扶持路径图”，助力企业发展。目
前，已累计为760余家即将符合政策红
利的培优企业进行申报条件、奖补政策
推送8000余次。

如何进一步完善优化智能匹配，
精准推送政策？东阳市财政局在确保
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打破部门间信息壁

垒，打通与税务、市监和统计等数据源
的共享交换，实现企业库跨多部门的
数据汇聚和互联互通。并且基于企业
库，从企业注册成立开始，根据企业的
经营发展情况，结合对应政策主题标
签，依托智能匹配算法，为企业定期推
送各阶段可享受的政策，实现政策精
准推送。同时，不断优化平台政策智
能匹配机制，对“打标签”项目，后台启
动短信推送功能，并不断调整企业接
收信息优先级(按法人、财务负责人、
办税人顺序），进一步实现从“企业找
政策”到“政策找企业”转变。

截至目前，“东阳市惠企利民政策
兑现平台”累计进行政策推送 5 万余
次 ，兑 现 奖 补 资 金 近 45 亿 元 ，全 市
13767 家企业通过平台申报了奖补项
目，平台月用户访问量达4700余次。
（（图片由东阳市财政局图片由东阳市财政局、、东维信息科技提供东维信息科技提供））

数字赋能推动“一号开放工程”提质增效

东阳聚力打造“惠企利民政策兑现平台”
顾志鹏 陈洪升 张丽虹

数字赋能推动“一号开放工程”提质增效

东阳聚力打造“惠企利民政策兑现平台”
顾志鹏 陈洪升 张丽虹

企业客户使用企业客户使用““惠企利民政策兑现平台惠企利民政策兑现平台””

近年来，丽水市缙云县充分发挥当
地的美丽风光和产业资源优势，以“绣
针”绘画卷、以“工笔”写诗篇，聚力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全域生态、经济、文
化一体化发展。

2021年，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等6
部门联合推出了《浙江省旅游业“微改造、
精提升”五年行动计划（2021年—2025
年）》，聚焦文旅高质量发展，致力于用旅
游助推经济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同年，
缙云积极响应计划，启动“微改造”，以“景
城共建、文旅共融、日夜共美、主客共享”
的原则，美化人居环境、丰富休闲产品、完
善公共服务、强化综合管理，打造既可以
肆意于山水，又可以沉醉于人间烟火的
高品质绿水青山美丽图景。

美景+服务：
景致精美催化和合共美

“皇都归客入仙都，厌看西湖看鼎
湖。”缙云美景自古有之，因地制宜发挥
自然资源优势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近年来，缙云依托
美景再发力，以景城一体化发展为核心，
突出景城共建、文旅共融，在绵延20余
公里的绿道上将“仙都景区”“新城景观”

“口袋公园”等特色景点串珠成链。“溪山

云行画卷”县域风貌区成功创建全省首
批“新时代富春山居图县域样板区”。

在自然美景的基础上，缙云进一步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实现美景更美、旅

游更优。依托“缙情游”区域品牌，缙云
推出露营、马术、飞行等一批覆盖“山水
陆空”的全体验服务模式，建成47个省
级以上“旅游+”基地，提升游客体验感；

聚焦暖心服务，推出“小仙女”政务讲解
员、金牌导游大赛等服务提升培训，建
立一批素质高、能力强、形象好、服务优
的专业旅游服务团队，让远方游客畅享
魅力缙云。

场景+文化：
业态完备描绘全域秀美
如何深挖自然、文化资源，实现旅

游产业的迭代升级，缙云给出了答案。
利用自然地质风貌与地理场景，缙

云对废弃多年的矿山岩宕开展微干预
活化利用，使其蝶变为剧场、书房、展示
厅。在第四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会开幕式上，缙云石宕成功入选首批
100个“长三角人文经济典型案例”，系
丽水唯一。建成世界最长山体水滑道
普化源漂流、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羊
上飞行航空营地等一批旅游设施项目，
被国际旅游联合会授予“中国运动旅游
休闲目的地”称号。

以文赋旅，缙云深耕黄帝文化品
牌，打造一批文化标识。2021年以来，
缙云以仙都黄帝祭典升格为契机，打
造《轩辕赞》《仙境奇缘》等实景演艺节
目；深化黄帝文化的有形化、物化和衍
化，研发黄帝文化主题文创 100 多类
270 余款，开设首家文创直营店“把仙
气带回家”，全市首支文创雪糕“仙境
奇冰”首月销售 15000 余支；“幸会缙
云”文创月饼融入黄帝文化和乡愁元
素，实现“小创意、大收获”。目前，“黄
帝文化”成功入选全省首批文化标识
建设创新培育项目和省示范级文化和
旅游IP。

产业+旅游：
乡村和美走向康庄富美

旅游业是富民产业、兴农产业。
缙云乡村大多依山傍水，物产丰饶。
缙云县因地制宜，拓展“景区+”跨资源

融合乡村共富新路径。
目前，仙都景中村集聚 260 多家

民宿，形成独具特色的民宿集聚区，成
为景区农村的产业升级样板。针对非
遗文化，缙云打造县级非遗共富工坊
14 家；以国家级非遗项目缙云烧饼为
龙头带动全产业链发展，出台 908 小
麦种植、菜干、烧饼桶等产业专项扶持
政策，产值达 30.2 亿元，从业人员 2.3
万多人，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自 2018 年以来，缙云连续 5 年入
选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连
续 6 年获浙江省山区 26 县综合考核
优秀，“微改造 精提升”荣获 2022 年
度季度累计评价综合指数全省第一。

缙云：争当文旅发展排头兵
李晟曈 田凤乐 丁妙苗

缙云：争当文旅发展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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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提供)

癸卯（2023）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

缙云烧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