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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A4版
科技型企业家推动浙江新质生产力发展

大 国 重 器
“浙”里安装

12 月 11 日，我国首座大型浮式天然气液化装
置“NGUYA FLNG”轮在多艘拖轮的协助下缓缓
靠上舟山惠生海洋工程船厂码头，并进行上部模
块安装、集成和调试。该轮长 376 米、型宽 60 米、
型深 35 米，拖航时水面以上高度约 61.65 米，于 12
月 9 日从江苏南通开发区顺利拖航出江，能够在
远离陆地的海上直接将开采出的天然气液化并
储存。满负荷状态下，该轮每天可接收约 1076 万
立方米天然气，是海洋工程装备中建造复杂、附
加值大的一类产品。 姚峰 姜焱

三部门联合出台支持意见

浙江破题农业设施融资难融资贵
本报讯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海

洋经济发展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现代设施农
业建设贷款贴息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财政
贴息，降低现代设施农业建设中农民和农业企业的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资现代
设施农业建设，不断提升设施农业集约化、标准
化、机械化、绿色化、数字化水平。

该贷款贴息对象主要为农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企业，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贷款贴息范围则明确为设施种植、设施畜牧、
设施渔业、农产品产地加工和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
施等领域。《意见》明确，对符合支持范围的新建
或改扩建项目从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得的贷
款 （含后续贷款），予以贷款贴息；贷款贴息支持
项目可以同时享受其他扶持政策，但各级财政累加

补助资金（含贴息资金）原则上不超过其总投资的
50%。对保障粮食和油料、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稳定
安全供给的贷款予以优先支持。

《意见》明确，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贴息贷款分
为信用贷款、保证贷款、抵（质）押贷款、政策性
融资担保贷款等。对符合条件的建设主体获得的贷
款按年度进行相应贴息，贴息年限最长不超过 5
年，并采取“双限”控制。原则上单个建设主体当
年获得的贷款贴息比例不得高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的
70%且不得超过 2%，单个年度获得的贴息资金不
超过200万元。

其中，项目总投资超过500万元（含）的，其
涉及贷款贴息资金由省级以上财政筹措落实；项
目总投资不足 500万元 （不含） 的，其涉及贷款
贴息由市县结合当地实际和相关政策，统筹安排

落实，对市县实际支出的贴息资金，省财政按照
农业农村、海洋渔业两个口子，分别统筹省级以上
相关财政资金给予差异化奖补，其中山区海岛县按
60%的比例予以奖补，其他地区按40%的比例予以
奖补。

《意见》要求，有贷款需求的项目经所在地农
业农村、海洋渔业部门审核后，在浙江省惠农直通
车融资项目库管理平台填报项目信息，其中，投资
规模超过 1000万元 （不含） 的项目还要在农业农
村部融资项目库管理平台填报信息。浙江省惠农直
通车融资项目库项目贷款需求通过“浙农担”系统
推送给各金融机构，各金融机构将贷款情况在“浙
农担”系统中进行填报。《意见》同时鼓励省农担
公司和银行类金融机构创新设立现代设施农业贷款
专属产品，为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贷
款融资和增信服务。 本报记者 李伟民

浙江首笔小微企业会计数据增信贷款落地

柯桥超6万家小微企业有了融资新路径

本报讯 日前，绍兴市柯桥区一家外贸企业拿到
绍兴银行柯桥支行一笔 50万元的信用贷款。与以
往不同的是，该笔信用贷款通过企业会计数据获得，
也是全省首笔小微企业会计数据增信贷款。“由于海
外订单货款未及时到账，造成流动资金缺口，该笔款
项解了企业燃眉之急。”公司负责人说，会计数据增
信贷款为小微企业开辟了一条融资新路径。

据悉，企业会计数据能够动态反映企业的经营
状况、收支情况、偿债能力、履约行为等，是企业重要
的信用信息之一。为充分发挥企业会计数据价值，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等难题，柯桥区积极落

实全省小微企业增信会计数据标准试点工作，以全
流程贯通实现小微企业财务报告可追溯、可验证，畅
通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间的良性循环。

针对小微企业财务报告会计信息质量不高，无
法作为银行信贷评估依据的实际情况，柯桥区积极
开发构建以企业开票数据为基础数据的多维度评分
模型，完成对企业动态经营过程的分析和评判，形成
支持验证小微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数据闭环，
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财务报告真实性难以验证的问
题。目前，全区已有近6.2万家小微企业实现电子会
计凭证接收、入账全流程处理。

与此同时，柯桥区持续加强银企互通联动，对接
“浙里办票”平台，将小微企业开票、纳税等会计数据
与银行进行共享，探索小微企业从线下审批授信到
线上“一站式”授权增信模式，逐步聚合包括电子凭

证在内的财银税票数据和相关业务数据，使得授信
时间大大缩短。“通过系统读取已授权企业的开票、
纳税、财务、社保、公积金和工商等相关财务数据，我
们能够更加精准地判断企业经营状况与信用水平，
合理评判企业发展潜力，降低融资门槛。”绍兴银行
柯桥支行负责人陈凌霞说。

“首笔小微企业会计数据增信贷款落地，对于
推动金融大数据资源合规应用、发挥征信赋能企业
融资作用、实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柯桥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期将在搭
建小微企业会计数据聚合平台、推动小微企业会计
数据融通、推动金融普惠应用落地、深化数据共享
共用、拓展政务服务场景应用、强化数据安全管理
等方面下功夫，为更多小微企业融资贷款提供便利
化支持。 钟伟

构建项目招引、金融扶持、人才引育等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保障

北仑3年孵出超6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本报讯 12月9日，浙江省经信厅公布了2024年

度新认定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其中，宁波市
北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数字科技园孵化器、
宁波市三 E 智汇科技企业孵化器、宁波市数字经
济产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均成功入选，获评数量居宁
波市首位。

近年来，北仑区科技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全力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园建设。该区主动对
接全区18家双创平台，构建起项目招引、金融扶持、
人才引育等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形成与科
技创新体系、产业发展体系密切结合的创业孵化体
系，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器效能，释放澎湃动能。数据
显示，近三年来，各类孵化器引育高新技术企业达72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600家，为促进区域科技创新
与创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孵化器是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创企业的重要
载体和抓手，是产业集聚的有效模式。围绕全区科
技企业孵化器的产业定位和发展目标，北仑区科技
局建立项目清单，梳理产业链上下游细分领域，以强
链延链补链为导向，全过程精准指导科技企业孵化
器招引优质的科技类项目。2024年以来，该区依托
区内科技企业孵化器共计招引科技类项目 204个，
其中高层次人才项目25个。

资金的有效周转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
的关键所在。聚焦科技企业面临的难点、痛点，北仑
区科技局携手区国有融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及金
融机构，共同为中小科技企业推出各类科技金融贷
款服务，切实降低企业的放贷利率，减轻企业在利
息、担保费等融资成本上的负担。2024年以来，该区
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放科技贷近 1亿元，服务企

业23家次。
为进一步提升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服务力度，

北仑区启动“科技特派员”驻点服务工作，选派科技
工作者深入区内孵化器平台，为科技型企业培育、科
技项目申报等工作提供专业指导服务，助力推动孵
化器平台对标国家级、省级标准进行提档升级。
2024年以来，科技特派员为区内孵化器平台解决技
术难题 65个，组织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讲座、
企业资源对接会等创新创业类活动45场。

“紧扣区内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产业定位和发展
目标，科技局将进一步加强双创平台政策支持，多措
并举，深入推动双创载体扩容增效，营造良好的创新
创业氛围，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为全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北仑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本报记者 徐军 通讯员 陈苏昊 顾皆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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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10日，“来温州·创
未来”2024全球精英创新创业大赛总
决赛收官，28个高科技项目在舞台上
竞相绽放，最终“国内唯一上市的生
物人工肝产业化”“人形机器人关节
减速器”“外泌体创新生物材料和医
疗器械产业化”3 个项目摘得桂冠。
据悉，经过前期深入对接，共有“大范
围扫描探针纳米检测”等16个项目签
约落地温州。

此次晋级总决赛项目分别来自6
个分赛区和 2个创新平台专场赛区，
各赛区立足各自优势细分产业领域、
结合孵化器建设发展举办选拔赛，累
计征集参赛项目 760项，其中拟落地
62项。最终入围总决赛 28项，涵盖
智能装备、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多
个前沿领域，其中有 8个项目已经在
温州注册成立产业化公司；有 3个项
目已获得投融资支持，累计金额超 1
亿元，显示出较高的成果转化能力和
应用前景。

总决赛现场 28位参赛项目负责
人通过 8分钟路演和 4分钟答辩，由
创投公司总裁、大学教授、科技型企
业董事长、科技孵化器运营公司负责
人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评审团，从
创业团队能力、技术先进性及创新
性、项目可行性、产业化前景、落地可
行性五方面给出评审分数。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
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6 个、三等奖 12
个。总决赛设立最高20万元奖金，获
奖项目将作为“瓯越英才计划”领军型
人才创业项目进行遴选。获奖的落地
项目还可优先获得市“领军型人才创
业项目”推荐，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发布了《全
球精英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成长计
划》，从完善项目遴选机制、落实资金
扶持奖励、携手资本赋能成长、搭建
对接交流平台、助力人才引进培养、
开展创新创业服务、强化政策精准保
障、加强双创氛围营造等八大方面，
围绕“提升项目落地率”与“增强项目
成长性”两大导向，紧扣“实现让创新
创业人才近悦远来”一条核心主线，
进一步提升大赛服务质效，推动参赛
项目更好落地成长。

据悉，全球精英创新创业大赛由
温州市委、市政府主办，2017年以来
已连续举办七届，在社会上享有广泛
的影响力。大赛累计征集来自美国、
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多个国家以及
我国香港、上海、深圳等地区3000余个项目，累计遴选产
生 154个获奖项目，落地率达 40%。本届大赛着力加强
市县联动，结合各地产业布局，通过分区赛、行业赛和总
决赛比拼相结合的赛制，完善“以赛引才”“以赛代评”机
制，发现优秀创业人才团队和项目。当天，大赛组委会
征集了部分优秀落地项目在会场进行集中展示，供在场
嘉宾合作对接。 本报记者 徐慧敏

鲳鱼宝宝住上“托儿所”
本报讯 12月11日，位于象山县黄避岙乡的象山港

湾水产苗种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里，泛着银光的人工
养殖银鲳鱼在池中成群结队转圈巡游，管理人员为银
鲳、梅童鱼幼苗投喂饵料、清理鱼池换水，一片忙碌场
景。该公司建有5000多立方米育苗水体，掌握岱衢族大
黄鱼、小黄鱼、银鲳、马鲛鱼、梅童鱼、赤点石斑鱼等26种
鱼类的人工繁育技术，获评“国家级宁波象山大黄鱼良
种场”，目前已育成7000万尾鱼苗，辐射浙江、福建、江苏
等地的水产养殖户。

鱼类苗种繁育技术被称为“水产种业的芯片”，拥有
优良种质资源是保障“蓝色粮仓”可持续发展、提高渔业
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近年来，象山围绕建设“种业强县”
新使命，强化政策扶持，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科企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先后突破了
岱衢族大黄鱼、小黄鱼、黄姑鱼、银鲳等一些本地野生经
济种类的采捕和繁育技术难题，银鲳、梅童鱼等全人工
繁育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贺元凯 张敏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