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银行舟山分行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疏通小微企业融资堵点

农行定海支行走访调研某螺杆企业

农行普陀山支行为某个体工商户办理业务

农行舟山分行营业部走访某小微企业宣传农行产品

农行嵊泗县支行介绍农行服务和扶持青年创新
创业的相关政策

绿色通道“一站式”
为专精特新企业“解困”

近日，在收到农行定海支行发放3000万元专精特
新“小巨人”贷后，浙江金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浙江金腾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深耕舟山二十余年，是国内知名的螺杆、
机筒生产基地与配套中心。由于近期签单量的骤升，
亟需垫付大额资金购买原材料，使得企业陷入资金周
转的困境。

了解到情况后，农行定海支行第一时间上门“解
困”。一方面，邀请省行专业团队实地考察，根据专精
特新企业的特点，为其量身办理“小巨人”贷；另一方
面，组织人员紧密跟踪，搭建“一站式”绿色通道，最
终，仅用 3天就完成了授用信审批流程，将 3000万元
贷款发放到位，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小企业的‘领头羊’，也是推
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产业投

入大、研发成本高、建设周期长等特点，资金问题成为
制约这类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瓶颈。”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农行舟山分行进一步深化“专精特新”企
业服务体系，加大对科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
支持力度，大力推动“小巨人”贷、科创贷等产品推广
运用力度，不断延伸普惠金融服务触角。截至目前，
该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超 91.38亿元，已累计支持专
精特新企业44家，贷款余额1.8亿元，合作企业覆盖率
55%。

量身定制“一对一”
助供应链金融“纾难”

“前两天我们还在发愁呢，没想到这笔贷款来得
这么及时，真是帮了我们大忙！”看着刚到账的贷款，
岱山县某供应链公司负责人不由得为“农行速度”竖
起了大拇指。

今年9月，了解到该企业面临应付账款笔数多、资
金需求迫切的难题后，农行岱山县支行迅速安排人员
进行对接，并围绕公司业务发展、风险防控、监管要求
等环节进一步梳理，制定了“一对一”金融服务方案，
并高效完成“农银自链平台”供应链商圈建立，累计为
企业发放“融通 e信”贷款1157万元，及时缓解了企业
的资金压力。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基础，然而缺资金、难贷款，一直是供应链末端

中小企业最棘手的“难题”。近年来，农行聚焦“供应
链”金融，持续推进业务模式创新，以“微捷贷”“保理 e
融”“融通e信”等拳头产品为抓手，持续拓展供应链融
资支持的广度和深度，为链主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提
供全方位、属地化的综合金融服务。

为推动供应链服务进一步场景化、生态化，农行
舟山分行还通过优化信贷产品供给、完善线上线下一
体化服务体系、健全长效服务机制等措施，不断助力

“供应链”向“共赢链”转变。截至目前，农行舟山分行
已累计服务约7户核心企业，为34户链属企业盘活超
2.3亿元应收账款。

金融服务“送上门”
帮小微企业“化堵”

如何将小微企业的想贷愿贷变为敢贷能贷？农
行舟山分行的答案是：通过主动服务“走出去”、政策
产品“送上门”，精准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日前，在国际水产城经营螃蟹销售的郑先生成功
获贷310万元，让公司“囤年货”的资金有了着落。“正
愁手头的钱不够囤货呢，就看到了农行的上门宣传，
这下送来了‘及时雨’，不仅贷款利率低，办理速度也
杠杠的！”郑先生点赞道。

郑先生的“及时雨”，正是得益于农行从化“坐商”
为“行商”、从经营产品向经营客户的理念转变。“为了
更精准得对接客户，我们在水产城、展茅工业园区等

产业密集区多方走访客户，了解小微企业最新经营动
态及资金状况，梳理企业融资需求名单，并结合他们
的需求推出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产品。”农行普陀支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强化金融科技赋能，农行还为
小微企业客户推出“普惠 e站”专属线上服务平台，涵
盖企业开户、普惠贷款等综合金融服务，以线上化、数
据化、智能化的普惠金融服务，为小微企业提供更便
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落实落
地，农行舟山分行积极组建融资协调机制工作专班，
建立健全配套机制，并配合做好小微企业走访清单、
申请清单、推荐清单的梳理和确定工作，不断扩大小
微企业融资“服务圈”。截至目前，该行今年已经走访
对接民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各类经营主体近千
户，新增授信客户 800余户，累计授信金额 6.36亿元，
为存量客户办理无还本续贷580笔，金额8.28亿元。

小微活，经济兴。立足向海图强的美好愿景，立
足国有银行的使命担当，农行舟山分行正以金融之力
的澎湃动能，为小微企业的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当前，各地轰轰烈烈的全民终身学
习活动周圆满收官，形式多样的培训讲
座极大推动了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企业、
学习之星、书香家庭、共富夜校等建设。

但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不仅是一次
学习盛宴，更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体现。
全民学习也不是“精英教育”，终身学习
更不能一“周”了之，而是应该让学习走
向大众、成为常态，形成“人人可学、时时
能学、处处皆学”的社会环境。

从媒体报道看，利用好直播间就是
一个重要抓手，像今年绍兴“鲁越人家大
酒店的主厨手把手教导烹饪佳肴，超2万
名热情的‘学员’在线观摩学习”这样的
案例就很典型。将学习搬到“云”上，突
破时空限制的“空中课堂”，不仅解决了
全民“时时能学”的现实难题，更能够让

“共富夜校”释放共振叠加的育人效应。
在数字赋能、文化智治下，要依托未

来社区建设，实现云上共享、文化悦享和
便民智享，让广大居民享受到数字化建
设带来的幸福感和松弛感。要通过“居
民点单—学校制单—政府买单”三单制
服务模式，精准匹配居民的“需”与夜校
的“送”，更好满足全民多样化多层次的
文化生活需求。

终身学习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需求，
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劳动者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学习型城市建设
中决不能落下。但在推进全民学习过程
中，一线工人会面临“工作和学习两难
全”的棘手问题，“工学矛盾”不解决，“人
人可学”就无法实现。

如何帮助一线工人在不脱产、不离
岗的情况下，实现提升自我的梦想，需要
建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工学结合”教
育模式。尤其是用工企业，要设立职工
培训学院，配备必要的教学和管理人员，
提供相关学习设施和教育经费，为一线
工人在岗在职学习创造良好条件。

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初衷，是为了点燃市
民的学习热情，激发市民对知识的追求，为城市建设事
业增添新的活力与动能。依托社区党群服务阵地、文明
实践中心，因地制宜开展各类培训讲座，时间灵活，来去
自由，家门口的“大课堂”让居民学习热度“满格”。

打造“处处皆学”的阵地，还应发挥社区的示范引领作
用，把终身学习融入居民的点滴生活，营造“月月有主题、
周周有活动、天天可学习”的氛围。在“党建引领、政府统
筹、社区搭台、项目运作、专业运营、广泛参与”基础上，要
以“城市书房”为载体，打造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公益课
堂”，吸引社区老、中、青、少各年龄段群体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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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总决赛将在杭开赛
本报讯 11月25日至27日，第十三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总决赛将在杭州举
行。届时，169项立足国际视野，直面国家战略需求
的颠覆性技术项目将开展巅峰对决。

大赛自 8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重
点高校、知名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单位的踊
跃报名。晋级总决赛的项目将围绕未来制造、未来

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
六大方向展开现场比拼，争夺优秀项目和优胜项目
的荣誉。符合条件的获奖企业将被纳入工业和信
息化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可获得国家颠覆性
技术创新重点专项等政策支持。

杭州正在打造全国颠覆性技术转移先行地，积
极构建颠覆性技术创新生态。为此，杭州建立了

“一赛一中心一政策一专项一基金”的全方位支持
体系，为颠覆性技术的研发、转化和产业化提供有
力保障。杭州市科技局设立颠覆技术创新专项，每
年将支持约30项以上颠覆技术创新项目，每项最高
支持300万元。对于本次总决赛优胜奖和优秀奖项
目，一年内落地杭州余杭区的，经认定后可给予100
万元资助。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胡珂

全球首次！
宁波舟山港
双40万吨世界最大矿船
同靠接卸

11月21日上午，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矿石中转
码头前沿“宾客”盈门，一派欢腾气象。伴随着矿
船鸣笛声响起，7台卸船机把“钢铁巨臂”伸向并
排停靠在码头的两艘世界最大40万吨矿船——

“矿石天津”轮和“阿空加瓜”轮的船舱，将来自南
美洲的铁矿石源源不断地接卸至后方堆场。

这是全球港航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时刻——
首次有两艘世界最大的40万吨矿船同时靠泊在
同一单体码头进行接卸作业。这一壮举标志着
宁波舟山港开创了全球港口运营的新篇章，成为
全球首个实现双40万吨世界最大矿船同靠接卸
的港口。

孙耀楠 林上军 王庆颜 黄家振 胡锦渠

仙居着力打造医械产业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 11月18日，“医企携手 创新共赢”医工

融合才企对接会在仙居举行。
会议围绕“教科人一体化，打造仙居县医械产

业新质生产力”主题展开，明确以打造“政府、协会、
医院、高校/科研院所、资本、企业”相结合的医工融
合平台为目标。通过建设医工融合桥梁解决医生
临床痛点、实验室需求及成果快速转化等问题，将
医学与工程技术相结合，着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仙居医疗器械产业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为仙
居量身定做的‘一县一策’重点扶持的产业，省药监
局、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的专项扶持政策含金量
很高。”仙居县副县长林森在致辞中表示，医疗器械
产业是国家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已经迎来了

“黄金”发展期。仙居将进一步抢抓发展新机遇，着
力加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积极推动医疗器械产业
转型升级。

近年来，仙居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仙居

县医疗器械产业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
行）》《仙居县高端医疗器械人才集聚发展机制实施
方案》等政策，大幅提高了仙居医械企业的政策奖
励力度；借力省药监局设立了全省首个创新医疗器
械服务站，为仙居开辟了医疗器械审批审评“绿色
通道”，将二类证报批时间最短可缩至 6个月；规划
了3.47平方公里的医械小镇，建成了20万平方米的
产业孵化空间，设立了 10亿元蓝湾产业基金，截至
目前仙居医械小镇已吸引了 61个医疗器械项目，
2023年实现销售收入26亿元；与上海理工大学、北
京协和医院等机构共建或筹建科技成果转化学院，
与多家医械产业服务商开展项目产业化合作，2023
年成功创建了省级科技孵化器。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医工融合分会秘书长
王雁鹏表示：“分会汇集了全国200多位副主任医师
以上的专家、200多位副教授以上的国内顶尖工科
院校的老师，几十家企业和资本以及基金公司，希

望通过此次大会的契机，将分会资源与仙居进行整
合，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促进仙居医工融合领域
的发展，进一步助力仙居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仙居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大会现场，仙居县正式揭牌台州（仙居）医疗器
械产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台州学院与仙居县委人才办签订《高层次人才“双
落户”合作框架协议》。台州学院与浙江神洲药业
有限公司举行了“双落地”人才聘任仪式。

专题报告环节，来自全国三甲医院及相关领域
特邀专家马德东、王宏、李红兵、程杰军、王晓云、马
俐君等分别作主题演讲。

此外，浙江优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亿联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一洋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桐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企业产品与
现场专家人才展开才企对接。 本报记者 施洋洋

3天内完成3000万元的授用信审批流程和贷
款发放、为初创公司提供“量体裁衣”的贷款服
务、搭建企业融资“一站式”绿色通道……作为扎
根海岛的金融主力军，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浙江监管局的工作指导下，农行舟山分行针对小
微企业融资堵点“开渠引水”，着力提升服务质
效、破解融资难题。截至目前，该行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54.64亿元，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增
速8.57个百分点，贷款利率最低可至2.8%，服务
小微企业数达3800余户。从“大水漫灌”到“精准
滴灌”，农行舟山分行始终坚持急企所急、解企所
需的服务理念，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润泽百企
千户。 赵羚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