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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贷款方便，一年下来比商业贷款少出1
万多元利息。”近日，凭借一张不动产权证，李绍先
顺利拿到15万元的农房抵押贷款，一家人脸上新
添了不少笑意。

李绍先家住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洞背村，想买
农用卡车用于农业生产的他，一直因为资金问题愁

眉不展。去年，青田县在全县大力推进不动产确权
登记，他按程序完成登记办证后，用自家农房作抵
押，今年顺利拿到了这笔贷款。

像李绍先这样得益于不动产权抵押贷款的农
民，青田去年以来就有55户，他们共拿到贷款1343
万元。

“我们在2015年底实施全国首批农民住房财
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农民按照程序完成登记，再进
行抵押就能拿到贷款。”中国人民银行青田县支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利率仅为商业贷款利率的一半左
右，还无需担保，这让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很快成
为农民解决资金难题的“香饽饽”。

然而，由于不动产权证办理涉及面广点多、情
况复杂，出现农村群众对房屋违建处罚存在抵触心
理，农村房屋形式各异导致违法行为难认定等问
题，如何完成不动产权证办理，成了青田干部的“闹
心事”。

好政策需好措施才能落地见效。2016 年以
来，青田县在全县开展不动产权证办理集中攻坚大
行动，推进农房面积测绘、“两违”处置等工作。特

别是在“违章建筑面积认定”这一群众最关心问题
上，公开招标引进浙江省测绘大队进行统一测绘，
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专业测绘也得到农村群众普
遍认可。一年多来，累计完成测绘农户3.5万多户，
房屋面积1214.8万平方米。

去年9月，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农村不动产权
籍调查示范点后，青田县又乘势而上，通过深入乡
村动员宣传、调查摸底，减免登记工本费和印花税，
减半房屋测绘费，专列财政工作经费等办法，全面
开展房地一体的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打通不动产
权贷款的“中梗阻”，真正让不动产“动”起来。

同时，重点围绕群众办证意识不强、因违建办
不了证、华侨在外难办证等问题，该县抽调精干力
量组建6个工作小组，分片进驻乡镇实行农村不动
产违章处置、违章补办、登记发证等“一站式”服务，
整乡整村推进办证工作。

“办好一张不动产权证，无异于给农村引来一
股金融活水。”青田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
表示，办好这件事，我们信心十足。

陈俊叶礼标周华

一张不动产权证换来数万元贷款

青田农民尽享金改红利

农民拿到农村不动产权证。周华摄

日前，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决定成立普惠金融发展委员
会，协调推进建设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的管理和发展。同时总
行部门层面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承担全行普惠金融业务的
牵头工作。

中国建设银行通过搭建市场化的服务机制，积极探索普
惠金融政策性、社会性与盈利性的有机结合，致力于为客户
创造更多价值。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和普惠金融事业部的
成立，为加大对小微企业、涉农和扶贫领域的金融支持带来
了新的机遇。

多年来，中国建设银行始终致力于服务小微企业、“三
农”、扶贫等重点领域、重点人群，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到位率
和满意度，积极创新服务模式，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形成了一批具有普惠金融特色的服务品牌。2011年以来，建
设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连续 6 年完成“三个不低于”等监管要
求，累计为超过 80万户小微企业提供 4.8万亿元信贷资金支
持。打造“裕农通”服务品牌，设立“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
6.7万个，运用“手机+供销服务点+裕龙卡”的村口银行模式，
在县域农村地区全面展开普惠金融服务。截至2016年底，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超过 900亿元，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及个
人。

通讯员 张丽斯本报记者 金乐平

建行成立专门机构
擦亮普惠金融服务品牌

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部分女性创业者近日齐聚一堂，畅
谈小微金融助力创业的重要性。十几位女性创业者获得了
新开业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萧山临浦小微企业专营支行420
万元授信。

临浦程女士是这些女性创业者中的一员。她离婚后独
自带着幼子，生活艰辛，但她不愿意向生活妥协，毅然选择创
业。她在村里做工程承包，需要先垫付资金，但她没那么多
钱，又找不到有实力的担保人，去银行申请贷款屡屡被拒。
当泰隆银行萧山临浦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进驻后，她通过镇妇
联了解到，这家银行推出的道义担保，只需要自己的亲戚朋
友帮忙从道义上提供担保便可贷款，便向支行申请了贷款。
在了解了程女士的人品、经营情况以及签订的承包合同后，
支行迅速为她发放了贷款。

泰隆银行的小额贷款，手续简便，担保方式灵活多样。
人品好、有还款意愿、有劳动能力、无不良嗜好的资金需求
者，都能迅速从泰隆银行获得贷款，将好的资源、创意、技术
等转化成生产力，实现实业致富的人生理想。

临浦镇与“中国五金之乡”诸暨市店口只有半小时车程，
受产业辐射影响，五金加工业也很发达，水暖、制伞业发展迅
速，众多相关的小微企业也需要小微金融的支持。支行开业
当天，还为临浦镇8个村的党员能人代表、小五金行业客户代
表累计授信1220万元。

泰隆银行自成立以来坚守服务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不
断深化小微金融创新，提供灵活方便、高效快捷的金融服务，
努力践行“你需要的时候，我就在你身边”的普惠金融理念，
受到小微客户的欢迎。

本报记者孙常云 通讯员 胡伦娜

“道义担保”提供援助
小微创业有了好帮手

近期设立“雄安新区”等政策利好助推蓝筹股迎来一波
上涨行情。市场认为，一系列政策性热点让蓝筹板块短期走
强；而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引领行业的龙头地位，也让蓝筹股
成为投资者的“中长期饭票”。据悉，中银基金旗下第二只蓝
筹主题基金——中银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基金日前启动发
行。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11日，中银基金旗下第一只蓝
筹主题基金——中银蓝筹精选今年以来上涨 13.16%，在
1367 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 16 位。中银基金认为，伴随着国
企改革、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推进，受益的蓝筹品种也将在
改革的持续深化中迎来中长期布局的机会。

蓝筹股或迎来春天
中银新蓝筹基金发行

在影视文化领域，浙商资本向来不缺乏犀利
的投资。几乎每一部热映的影片背后，都能看到
浙商活跃的身影。4 月 22 日，2017 首届浙商资本
影视节启动发布会在杭州举行。主办方之一奇禺
传媒董事长、浙江首届创新女杰童尹在会上介绍，
浙商资本影视节是全球第一个由民间商团发起的
影视节，将推动中国文化影视行业健康发展。

发布会现场成立了浙商资本影视基金，《套路
2018》《疯狂龙凤镇》《粉白粉红》《金三角》等10个

影视项目同时发布。在影视内容日趋多元化、政
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当下，券商、银行、私募股权、影
视公司等机构一起联手成立的浙商资本影视基
金，将用于浙商影视产业的孵化、并购与上市。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李景富说：“中国电
影发展到今天，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今年，
国家颁布了第一部关于文艺工作的法律——《电影
产业促进法》，这些政策对电影从业人员给予了强
有力的支持。浙商大规模进军影视界，体现了对中

华文化的责任担当。”他对浙商资本充满了期待。
最近红得发紫的“达康书记”背后的老板也来

了，演员吴刚签约公司——紫微星空文化传媒董
事长赵爽在发布上提出“从新的角度看市场”，

“《人民的名义》的成功也给了投资人借鉴，不能光
看大数据、大 IP、大明星，关键要看投资人对市场
是否有敏锐的嗅觉。”赵爽认为，“娱乐产业是一个
以人的创造力为核心价值的产业。”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张淡宁

首个民间商团发起的影视节在杭开幕

民间资本走向“阳光平台”

温州不良贷款率连续四年螺旋式下降，2017
年3月降至2.48%；次不良率的关注类贷款连续三
年下降，降至4.18%。

2011 年三季度起，有中国市场经济“风向标”
意义的温州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间债务风
险。原因之一是活跃的民间金融“地下”交易混乱、
监管失控。金改的首个任务、也是主攻目标之一，
是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

温州在全国首创新型的民资交易平台——民
间借贷服务中心。该机构充当民间资金“红娘”，为
民间借贷提供信息登记、信息咨询、信息公布、融资
对接等服务。截至2017年2月，全市设立民间借贷
服务中心7家，“撮合”民资借贷218.6亿元，平均每
年43.7亿元。全国各地借鉴温州经验，建立了200
多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2014年3月，浙江省专门为温州市制定出台全
国首个地方性金融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
例》，其核心之一是借贷“备案制”，规定单笔借款金
额300万元以上、或累计借款总额1000万元以上、
或向30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的，借款人要到政府
掌控的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等机构登记备案。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说，资金借入人的
行为被纳入政府征信系统，其信用表现无形之中
受到约束，从而使资金借出人的资金多一层安全
保护，筑起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火
墙”。

为中小企业融资“通脉活血”

金改的成果最终要体现为实体经济的“获得
感”。针对一些成长型、产品好、有市场的中小企业
融资难、担保难、融资贵等问题，温州市建立起政府
主导的中小企业融资保障机制。

“小额贷款保险+风险补偿金”率先推出。2012
年7月，温州市政府扶持银行与保险机构共创“小
额贷款保险”，服务于贷款3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
100万元以下大众创业者、50万元以下农户。一旦
出风险，银行与保险机构分别承担30%与70%。

但这样一来，保险公司的抗险压力骤增。政府
增设“保险补偿金”，每年“无代价”拨出1000万元
补贴保险公司。这笔钱不循环使用，也不“回收”。
企业贷款的规模越大，融资的力度越大。由此，保
险机构和银行皆获得为“小微”可持续作保和放贷
的动力。近5年来，银保累计帮助9000多家小微企
业、大众创业者及农户获得20多亿元贷款。

“信保基金”分头跟进。2015年10月，温州市
拨出8.5亿元财政资金，首期拨5亿元，由政府和银
行以4：1出资组成，为工信部认定的小微企业提供
信用担保。截至2017年2月末，累计为小微企业贷
款提供信用担保590笔，承保金额10.66亿元。

“应急转贷金”为大批“续贷难”企业雪中送
炭。2012年3月，政府设立15亿元“应急转贷金”，
对那些纳税好、值得救助的企业提供应急转贷金。
近5年来，已有1.41万家（次）企业受益，累计获得
银行续贷资金1206亿元。

此外，温州在全国首创农房、农权抵押贷款破
解农民创业融资难。温州还诞生了全国第一家正
式对外营业的民营银行，为小微企业提供数十亿元

“门当户对”的贷款服务。

积极修复信用“破产”堤坝

温州爆发的局部金融危机，导致温州自改革开
放以来苦心经营、广为外界点赞的“信用大厦”面临
考验。浮出水面的非法集资案有123件，涉及金额
170.22 亿元，多名企业主不堪压力选择轻生或跑
路，数百家企业倒闭破产。

痛定思痛，沉疴下猛药。温州市倾力打造信用
系统工程。2013年10月，温州建立全国唯一的地
市级征信中心机构。它被破格赋予履行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的职能，同时承担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信用
体系建设职能。

此外，政府各部门联合实施“建诚信、惩失信”
专项行动，已约谈涉嫌逃废债企业及个人401个，
曝光失信对象3570例，打击各类逃废债犯罪1046
起。

站在金改新起点，张震宇表示，在固化金改 5
年成果的基础上，下一步重点是在服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完善投融资体系建设、推动金融生态恢复
常态、开展地方金融监管综合试点等方面持续发
力，将改革继续深化。

据新华网

新华网发文评述温州金改五周年：

修复“温州信用”溢出“金改红利”
新华网日前刊发温州金改五周年相关报道，文中指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共实施12项任务，在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化解中小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修复信用“破产”重建信用体系等方面率先开展探索，取得显著成效，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了一条可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