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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金融活水 动高质量发展““贷贷””

““科技贷科技贷””
助力科技企业行稳致远

本报讯“没想到短短半个小

时，公司的注销业务就通过跨区远

程帮办顺利完成了！”11月 4日，

大连星泰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周女士在鄢陵县政务服

务中心办税服务厅办理完业务

后，对这里的高效服务连声称赞。

家住鄢陵县的周女士此前在

大连市沙河口区开了一家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公司，今年由于业务调

整，需要将该公司注销，但鄢陵和大

连两地相隔1500多公里，往返行

程需要近16个小时。

“最近特别忙，很难挤出这个

时间，不知道能不能就近在鄢陵

办理注销业务。”周女士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来到该县政务服务中心

办税服务厅进行咨询。

了解情况后，办税服务厅工作

人员向周女士详细介绍了线上税

费业务跨区域通办事项、线上注销

条件和注销业务流程，并表示只需

在河南省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平

台上提交资料就可以办理。随后，

周女士提交了申请，办税服务厅工

作人员根据其需求向大连市沙河

口区税务局发起远程协办申请。

不到半个小时，周女士便顺利完成

网上注销业务。

今年以来，鄢陵县税务局聚

焦“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围绕

构建“全时在线、渠道多元、一网

通办”一体化纳税服务体系，针对

注销登记业务，对即办注销、一般

注销、跨区迁移等各种类型注销

流程进行梳理和规范，搭建线上征纳互动运营

中心，探索实现涉税事项跨区域通办，为企业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截至目前，该局已累计开展企业线上互动

服务1800余次，跨区帮办企业各类税费业务

289次，得到了企业的一致好评。

（韩雪妍 杨迅 李铁军）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刘霞）“公司现有菊

花品种‘汴梁黄虹’‘汴梁紫蝶’‘汴梁秋影’等，色

彩造型多样，供应今年菊花文化节多家景区，并到

北京、武汉等多地布展。其中税务部门提供了不

少帮助，我们享受了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和小

规模纳税人普惠政策的红利。”11月10日，开封市

大自然菊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裴立志说道。

据介绍，该公司集菊花种植和菊类相关产品

研发、精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种植菊花60余亩，

菊花茶年销售额稳定在100万元。其所在的水稻

乡花生庄是开封菊花的主产区之一，为帮助菊花

产业上下游企业更好发展，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税务局成立菊花产业税收政策服务队，为纳

税人讲解优惠政策，解决涉税难题。

龙亭公园景区作为今年菊花文化节的主会

场，以“盛世辉煌”为主题，为游客献上了一场菊花

盛宴。“景区日接待游客 1万余人次，菊花文化节

开幕后日接待量在 2万—3万人次。为保证菊花

质量，其间用于布展的菊花需要多次更换，支出

不少。前期，龙亭区税务局工作人员专门给我们

讲解了相关税费政策，特别是菊花布展支出可纳

入抵扣等，为景区经营带来实惠。”龙亭景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开封菊花文化节计划布展菊

花及各种陪衬花卉278万盆，较去年增加38万盆，

让市民游客随身随处徜徉花海，感受“汴”地黄花

分外香的独特韵味。

菊花文化节期间，开封市税务局持续开展政

策宣传辅导，落实初级农产品减免税、小微企业税

收优惠等政策，支持种植、加工及节会布景等菊花

全产业链发展，并开展发票规范管理活动，加大打

击拒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违规行为的力度，维护消

费者权益。

本报讯（记者孙玮 通讯员刘彦军）“农行的‘惠农e贷’不仅帮

我节省了利息开支，办贷效率还特别高，合同期内用款也方便，我再

也不用为周转用款而到处求人了！”11月6日，西峡县双龙镇的香菇

购销大户程国政说道。

据悉，程国政从事香菇购销20多年，创办了西峡县凯运食用菌有

限公司，经营场所超2000平方米。随着购销规模不断扩大，公司的资

金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他找到农行南阳分行西峡县支行寻求融资良

策。该支行客户经理向他推荐了“政银担”惠农贷款产品，达成办贷意

愿后，很快为其发放“惠农e贷”200万元，程国政打心眼儿里感激。

近年来，农行南阳分行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不断健全完善全市

特色产业生态图谱，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理标志产品作为支持

重点，持续加大金融供给，鼎力推动地标产品产业化发展，变土特产

为“金名片”，变小生意为大买卖。

南阳市地理标志资源丰厚，全市现有南阳黄牛、内乡核桃、南阳

艾、西峡香菇、镇平玉雕和伏牛山白羊、唐半夏、桐桔梗等集体商标和证

明商标12件，西峡茱萸、西峡猕猴桃、南召辛夷和方城丹参、唐栀子等

累计批准保护地理标志8件，地理标志商标数量位居河南省第二。

农行南阳分行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从2023年开始，逐县（区）持

续走访政府主管部门、乡镇政府、行业协会和专业大户，实施“一县

N品”工程，统一提高各县（区）特色产业信贷业务权限，支持一县

（区）多产业齐头并进，有效扩大支持南阳地理标志产业覆盖面，同

时不断深化与省农担公司的合作力度，拓宽增信渠道。截至10月

末，该行累计报批“一县一（N）品”服务方案73个，累计发放支持地

理标志产品产业贷款超10亿元。

西峡香菇2008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是西峡县的

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并入选中欧地理标志首批保护清单。农行南

阳分行市、县两级行多措并举，一方面，组建专业金融服务团队，主

动上门联系地方财政局、农业农村局、食用菌行业协会等，批量获取

香菇种植户清单，逐户对接，同时利用有线电视、LED滚动字幕、镇村

座谈、展会等多种渠道和形式宣传“惠农e贷”产品，为金融产品下乡

落地、满足香菇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另一方

面，持续扩大业务权限，把香菇（食用菌）行业信用方式单户授信额度

上限从10万元提升至30万元，2023年3月又再度调增至50万元，并

综合运用抵押、担保方式对客户授信，有力推动了购销商户、产业大

户的经营积极性，加快了各类资源的集聚和香菇市场的发展。至10

月末，农行南阳分行累计发放香菇产业贷款超4.5亿元，扶植西峡县

香菇种植户近3000户、购销商户和加工户近1000户。

本报讯（记者孙玮）11月7日，走在兰考县音乐小镇的街道上，

不时听到从各个民族乐器加工厂内传出优美的古筝弹奏声。

兰考县作为泡桐之乡，仅堌阳镇就有从事民族乐器生产的木制

品加工企业28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19家。目前，兰考古筝

的产量占全国古筝总产量的35%，兰考县因此获得“中国民族乐器

之乡”称号。

“从2018年起邮储银行兰考县支行就给我们公司提供资金支

持，到现在公司已续贷了好多次！”兰考县君谊民族乐器有限公司负

责人感激地说道。

据了解，为切实解决乐器行业担保难、抵押难问题，邮储银行兰

考县支行推出了“焦桐贷”“乐器产业贷”等专项产品，积极探索“银

行+政府”“银行+担保公司”“特色支行+产业链”等多元化合作模式，

为兰考乐器加工行业提供强劲的金融动能。截至2024年10月末，

邮储银行在兰考县域累计投放木制品加工贷款5.61亿元。目前，兰

考县拥有各类木制品加工企业2100多家，带动10多万名群众就业。

近年来，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聚焦普惠金融发展薄弱领域，针

对“小而美、美而优”的乡村特色产业，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大批

区域特色显著、产业发展良好的县域产业集群，为乡村振兴不断浇

灌出特色“产业之花”。

与此同时，位于台前县的河南省鹏达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工人正在加紧赶制订单。

“多亏了邮储银行台前县支行，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

把4700万元贷款送上门，确保了企业24吨金标羽绒、100吨优质

羽订单按期交付。”该公司董事长赵纪安说。

作为一个资源稀缺的豫北小县，台前县把曾经走街串巷收鸭毛

鹅毛的小生意做成了特色富民产业，全县年生产初洗绒约2.1万吨、

再生绒约2.5万吨，其中，纯白鸭绒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

台前县也被誉为“中国羽绒之乡”。

逐户拜访送“贷”上门，召开银企对接会，推出“抵押贷”“快

捷贷”“专利权贴息贷”等线上线下产品……截至今年10月底，邮

储银行台前县支行在当地羽绒行业贷款累计结存233户2.41亿元，

放款2.63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一产业一方案’思路，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

和乡村振兴贡献邮储力量。”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马铭 石乙君）“当时我对资金需求

就一个字，急！迫切需要购买原料，但手头资金不够，眼看就要影响

生产加工进度。多亏郏县农信联社的资金及时到位，解了燃眉之

急！”11月7日，位于郏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奥尼斯帝新材料有限公

司负责人表示。

该公司主要从事橡胶和塑料制品的生产加工，于2022年被评为

高新技术企业。今年2月，该公司需要购买PP原料，但由于流动资金

不足，导致原料迟迟不能到位，以至于生产马上就要停滞。此时恰逢

郏县农信联社信贷人员对县域内科技型企业进行摸排走访，在充分

了解该公司经营状况和实际困难后，信贷人员为其推荐了“金燕科技

贷”，并加班加点收集资料，优化贷款审批流程，仅用3天时间便为其

发放300万元信贷资金，助其顺利签订购货合同，满足生产需求。

今年以来，郏县农信联社认真梳理，建立县域内科技型中小企

业台账，加大对接力度，将金融支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专精

特新”类中小微企业领域倾斜，逐户开展走访调研，摸排融资需求，

依托“金燕科技贷”，提供量体裁衣式精准服务方案，有效实现小微

贷款增量扩面，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稳定长久发展。

截至10月底，郏县农信联社本年度已为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

贷款3640万元，为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放贷款3200万元。

□本报记者 杨青 通讯员 郑杰

今年以来，农银人寿河南分公司聚

焦做实养老金融文章，丰富服务场景，加

强金融宣教，不断提升老年客户群体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丰富服务供给 增强获得感

“谢谢俊淑！每次来都是这么耐心，

不懂的地方也解释得清清楚楚！”11月8

日，66岁家住郑州市管城区的周萍微笑

着对上门服务的农银人寿河南分公司工

作人员王俊淑说道。

这是农银人寿河南分公司理赔关爱

服务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该公司为

行动不便的老年客户提供上门探视和慰

问服务，帮助他们准备理赔资料，解答

其理赔疑问，利用农银人寿“慧e赔”“快

e赔”等线上工具，缩短理赔审核时间。

针对年龄较大、投保时间较早的

“睡眠保单”客户，该公司通过远程微

信视频指导、上门服务等方式，帮助了

解并协助办理保单保全相关手续，避

免错过重要的领取日期。自 2023 年 9

月开展“睡眠保单”清理工作以来，该

公司共对 1578 份保单进行有效提醒，

涉及保险金（现金价值）1140 万元，其

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 142 人，涉及保险

金（现金价值）200 万元，有效维护了

老年消费者的权益。

关注“银发”需求 增强幸福感

该公司致力于柜面适老化改造，设

置老年客户专属柜面、爱心窗口和专属

绿色通道，提供放大镜、血压计、医药箱

等爱心用品，并为行动不便的客户提供

专人引导服务。

为应对老年客户使用智能手机不熟

练问题，该公司量身定制了“大字版”客

户端平台，开通“农银E家”移动平台受

理老年客户业务申请，解决其上柜难和

办理保全业务不便的实际困难。

聚焦养老金融 增强安全感

今年以来，该公司为广大老年客户提

供涵盖养老、医疗、财富传承等全方位保

险解决方案，新上线7款具备养老属性的

产品，累计共有19款具备养老属性产品

在售，帮助客户提升养老生活品质，切实

丰富了老年群体的保障方式。

针对老年群体的金融风险和金融

需求特点，该公司采取社企联动、上下

联动、内外联动等方式，开展金融教育

宣传“五进入”活动，广泛普及保险知识，

宣讲电信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非

法金融活动的特征及识别方法，提高老

年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今年以来，该公司累计开展金

融教育宣传活动457次，覆盖群众10万

余人次。

本报讯“咱们滑县农商银行

真的是‘及时雨’，太感谢了！”11

月 12日，滑县康诺尔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

据介绍，滑县康诺尔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销售

医疗器械的科技型企业，前不久

因业务发展需要，急需扩大规模，

但陷入融资困境。在走访过程中

得知其资金需求后，滑县农商银

行安排专人对该公司经营状况进

行实地调查，制订专项融资方案，

第一时间发放 150 万元信贷资

金，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这只是滑县农商银行探索科

技金融护航企业发展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滑县农商银行围

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

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

文章”，全力服务实体经济，推动

金融高质量发展。

为全力支持科创型企业融资

可得性，该行优化金融服务方式，

加大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及高

新技术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截至

10月底，该行累计发放“科技贷”

2150万元。

该行坚持将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放在首位，深挖乡村振兴领

域的绿色发展潜力，为地方经济

社会绿色转型提供有力保障。截

至10月底，该行累计发放绿色金

融企业贷款5100万元。

该行深耕县域，聚焦主责主

业，推动普惠金融增量扩面。截

至10月底，全行涉农与小微企业

贷款占比54.45%，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72514万元，较年初

增 加 7957.01 万 元 ，增 速

12.33%。

近年来，该行聚焦老年群

体，深耕养老金融，组建 25支

移动金融服务队，对于特殊业

务，在合规的前提下，坚持特事

特办、专人服务、专人跟进，让

“银发族”感受到农商温度。

此外，滑县农商银行坚持

先行一步，提前布局数字金

融，逐步推动小额信贷业务线

上化、流程化、简便化，让广大

客户足不出户在线申请贷款，

提升信贷需求的可得性和便

利性。截至 10月底，该行网

贷平台累计用信 4414 户、

34220万元。

（史如月 王都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程曼
玉）记者11月 8日从汝州市了解到，汝

州农商银行在河南农商银行系统三季

度业务竞赛的134家考核单位中脱颖而

出，取得全省第五名的好成绩。

一直以来，该行坚守服务“三农”底

色，优化增收揽储，加大信贷投放，拓展

网络金融，持续助力乡村振兴，不断深

化普惠金融，为服务地方经济稳健发展

注入蓬勃金融动力。

存款规模稳步增长，服务温度更暖。

该行根植县域经济，立足网点转型升级，

丰富服务组合，不断优化存款结构，拓宽

资金“蓄水池”。截至10月底，各项存款

余额211.80亿元，其中，时点存款余额较

年初上升14.37亿元，日均存款余额较年

初上升11.81亿元。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服

务水平，该行加强学习培训，增强员工专业

技能，提升客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以

网点为单位，完善适老适特基础设施，携带

移动终端，上门为偏远地区的特殊群体办

理业务，倾力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小额贷款持续攀升，服务力度更大。

该行以纯线上、纯信用的“金燕e贷”“豫商

贷”等拳头产品为重心，将金融活水精准滴

灌到千家万户。截至10月底，各项贷款余

额147.73亿元，线上小额贷款累计授信笔数

44022笔，授信金额29.80亿元。该行践行

服务“三农”宗旨，帮扶种养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截至10月底，

涉农贷款余额119.16亿元，切实做到了助

农纾困、助企纾困。扎实推进普惠金融，

开展整村授信，该行目前已与459个行政

村签订协议，全力为广大群众排忧解难。

网络金融纵深推进，服务程度更

深。该行聚焦金融场景建设，优化农村

金融支付环境，不断延伸掌上终端触

角。截至10月底，累计发行金燕卡86.12

万张，电子银行客户数达37.24万户，较年

初增长24591户。该行有序推进数字化

金融战略，推出手机银行老年版功能，更

改界面设置，帮助“银龄”群体跨越数字鸿

沟。截至10月底，累计布放ATM等自助

设备78台、POS机144台、农民金融服务

终端23台，发放社保卡42.6万张。该行

加速拓展“金燕e付”的覆盖广度，为广大

小微商户提供一站式收银、管理、运营服

务，助力小微经济快速发展。截至10月

底，该行“金燕e付”商户数达到5324户。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服务‘三

农’、支小支微的初心使命，聚焦主责主

业，深化金融服务，做老百姓心中的贴心

银行、优质银行、品牌银行，持续为乡村振

兴和地方经济发展贡献金融力量！”汝州

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宇如是说。

““惠农惠农ee贷贷””
擦亮地标产品名片

““产业贷产业贷””
催开特色产业之花

关注“银发”需求 守护最美“夕阳”

税费普惠菊花香
跨
区
注
销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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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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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税税税税 发展发展促促

11月11日，鄢陵县税务局税惠政策宣讲服务
队走进省“一村一品”示范村该县张桥镇裴庄村，宣
传最新的涉农税费优惠政策，帮助该村专业合作社
算好菊花种植、加工、销售的政策红利明白账，助力
描绘特色农业好“丰”景。 杨迅 李铁军 摄

做好五篇文章
服务实体经济

聚焦主责主业
推进普惠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