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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须办理一份经营许可证，手续

重复繁琐。调研组成员经认真研究、

多方求证，认为一张经营许可证可

以包含多个自动售货机，并不违背

食品经营许可有关规定，为此提出

了明确的改进建议，推动自动售卖

机进小区“一机一证”向“一地一证”

转变。财政部门进一步落实行政执

法经费“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

理，拓展重大项目事前绩效评估范

围 ；纪检、监察等部门制定《吉安市

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健全容错纠

错机制 ；数据管理等部门加强政务

数据与金融、教育等数据的共享对

接，在全省率先打造“免证办理”政

务服务大厅。结合办理落实营商环

境相关调研报告提出的建议，一批

原创性、差异化、凸显吉安特色的

营商环境改革措施先后落地，有力

提升了吉安营商环境“软实力”，在

全国工商联 2023 年度万家民营企业

评营商环境中，吉安排名全国地级

市前十，是江西唯一上榜城市。

责任编辑  雷艳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书写金融五篇大文章“阜阳答卷”
安徽省阜阳市财政局｜安徽省阜阳市财政局｜吴淼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积极发

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今年以来，

安徽省阜阳市财政金融系统围绕五

篇大文章，强化金融要素保障，提

升金融服务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推陈出新，推动科技金融迎难而上

习近平总书记 10 月 18 日考察

安徽时指出，要“完善金融支持科技

创新的政策和机制”。针对科技企业

投入大、周期长、轻资产、无抵押等

普遍特点，阜阳市在服务机制、产

品创新等方面系统谋划，积极构建

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

准导向作用，推动金融支持科创企

业“共同成长计划”提质扩面，引导

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型企业。截

至目前，全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

281.96 亿 元，较 年 初 增 长 25.19% ；

截至 10 月末，全市纳入科技创新和

技术改造再贷款项目库项目 164 个，

成功授信 18.13 亿元，累计投放符合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申报条

件的贷款 4.58 亿元。

发挥市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撬动

作用，为早期科创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促进创新种子竞相萌发。截至

目前，该基金到位资金 1.26 亿元，

投资金额 9100 万元，其投资招引的

东微电子实现了阜阳市半导体设备

领域的零突破。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科技金融服

务模式，促进“科技—产业—金融”

良性循环。邮储银行阜阳分行构建

“3+2”科技金融特色模式，围绕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三类客群，以园区、产

业链为两大抓手，加快拓展传统转

型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看

未来”模型，提供伴随企业成长的全

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点绿成金，擦亮绿色金融鲜明底色

阜阳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健全机制、

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引导和撬动

金融资源向低碳项目、绿色转型项

目、绿色创新项目倾斜。

成立绿色金融工作专班，开展

碳减排政策工具和绿色信贷专题辅

导培训，指导金融机构主动对接绿

色低碳项目库，加强对绿色产业金

融支持，截至目前，全市绿色企业

贷款余额 662.96 亿元，较年初增加

156.19 亿元，同比增长 37.92%。

持续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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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业企业碳账户监测体系，为

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提供基

础数据支撑。颍淮农商行创新“林权

贷”、“碳 e 贷”等“绿色 +”产品体系，

通过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专

利权、商标权、林权、土地承包经营

权、保理等方式，扩大绿色企业金

融范围，努力擦亮“绿色银行”名片。

紧扣“三农”领域绿色发展，指

导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农发行阜阳分行聚焦农

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领

域，重点支持降碳、减污效果显著

的绿色项目。截至 10 月末，该行绿

色贷款余额 228.91 亿元，占贷款余

额比重达到 41.27%，其提供信贷支

持的太和县肖口镇人居环境及基础

设施提升工程项目，通过绿色智能

物流停车中心、污水处理厂等设施

建设，不仅能提升肖口镇及周边地

区农产品运输能力，还可以提高当

地地下水质量，改善耕种环境。

支农支小，普惠金融润泽千企万户

普惠金融连着企业经营的“小

生意”，关乎老百姓的“小日子”，阜

阳市聚焦普惠群体核心需求，做到

精准细分、精细服务。

以服务乡村振兴和“千万工程”

为契机，推进普惠金融服务下沉扩

面，截至 10 月末，全市涉农贷款余

额 2753.51 亿 元，占 全 部 贷 款 比 重

48.18%，规模居全省前列。聚焦粮

食安全，提高三大主粮作物完全成

本保险覆盖面，为 176.17 万户规模

经营主体及小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107.35 亿元，承保覆盖率达 96.01%。

支持肉牛产业发展，指导保险机构

承建全省首个政府性肉牛监管平台

“阜牛云”，1—10 月，全市发放肉牛

产业贷款 22.73 亿元，为 7.81 万头肉

牛提供风险保障 8.04 亿元。

推动建立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

制，指导银行机构主动参与“千企万

户大走访”活动，尽快将“推荐清单”

转换为“落实清单”，尽早实现信贷

资金直达基层、授信审批快速便捷、

贷款利率适宜的工作目标，力求把

普做“大”，把惠做“实”。截至 10 月

末，全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199.72 亿元，全省排名第 2 ；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实现“三连降”，

压降率全省第 2。

督促金融机构坚决贯彻落实减

费让利、惠企利民的相关要求，严

格落实“七不准”、“四公开”、“两禁

两限”等收费定价及管理政策。浦发

银行阜阳分行持续加强贷款综合定

价管理，通过结合企业规模、信用

评级、贷款期限等多维度因素综合

评判资金价格，全额承担企业贷款

抵押评估、抵押登记、小微企业抵

押物财产保费等费用，截至 10 月末，

该行本年累放普惠金融贷款年化平

均利率较年初下降 0.26 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线下贷款

年化利率降至 3.35% 以下。

暖心护航，提高养老金融民生保障

能力

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程度

深、速度快，为优化金融服务，助力

“老有所养”，阜阳市主动作为，丰

富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大

对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银发经济

的金融支持。

建立养老金融数据监测机制，

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大力发展保障功

能较强的商业养老保险和适合老年

人的健康保险。截至目前，专属商

业养老保险 89 件，保费收入 422.5

万 元，承 保 件 数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28.21%。大力推广“安徽惠民保”，

进一步减轻参保群众重特大疾病医

疗经济负担，实现商业医疗保险与

社会医疗保险同向发力。

依托安徽人社综合服务平台，

将社保业务延伸至银行基层网点，

充分发挥银行网点多、范围广、业务

强的服务优势，在全市 331 个银行网

点设立社保服务专区，打造社保业

务“就近办”便民服务圈，为群众特

别是老年群体提供优质、高效、便捷

的社银合作服务，相关网点运行以

来，已办理参保权益、待遇支付、社

保卡等高频次社保业务 4900 余件。

增强“银发金融”服务能力，引

导辖内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服务

和渠道进行适老化创新改造，建设

老年友好型银行。工行阜阳分行延

伸面对面金融服务场景，针对老年

人出行不便等特殊情况，成立了便

民服务小队，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

况携带移动设备主动上门服务，为

老年客户“特事特办”。

以数赋能，释放数字金融新活力

数字技术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

新的引擎，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

全市财政金融系统强化科技赋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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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场景建设，以更高的数字化水

平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

持续拓展“阜阳金服”平台应

用场景，不断完善科创、肉牛、亩均

英雄贷等特色专区建设，为企业提

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截至目前，

平台共入驻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

41 家，囊括全市所有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和政策性担保公司 ；平台注册

市场主体超过 18.4 万家，占全市有

效市场主体约 82% ；上架金融产品

382 款，涵盖全市所有金融机构的产

品 ；用户累计发布融资需求超过 2

万多笔，需求金额达 5400 亿元，金

融机构通过平台累计授信超 1.6 万

笔，累计授信金额达 2900 多亿元，

服务企业超过 1.6 万余家。

不断完善金融主题数据库和金

融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提升全市数

字化供给水平，优化金融机构信贷

模型，助力中小微企业在融资过程

中减流程、降门槛、增效率。平台与

建行阜阳市分行合作开发的“智慧

快贷”—阜阳版是阜阳市首个完全

基于政务数据打造的面向企业的纯

线上信用类产品，与颍东农商行合

作开发的“容易贷”成为阜阳市首个

以联合建模方式开发的纯线上信用

类产品。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为

金融机构提供超过 2800 万次数据接

口调用，助力 9600 多家申贷主体获

得融资授信 66 亿元。

引导金融机构加强数字化渠道

建设，提升“数字化 + 专业化 + 融合

化”能力，推动数字金融融入零售

业务发展。建行阜阳市分行以开放

生态加速数字金融建设，整合建行

生活和手机银行“双子星”平台，面

向所有人群开展个人线上金融和非

金融服务，打造全量客户经营新范

式。截至目前，该行手机银行签约

用户 163 万户，建行生活 APP 注册

用户 41.72 万户，其中建行生活 APP

累计订单 229 万笔、金额 4.34 亿元，

2024 年以来承接政府消费券 2710

万元，受到活动商家及广大消费者

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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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永新：支持实施“公路+N”多元融合发展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财政局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财政局｜｜罗辉华 史珽珽 贺振华罗辉华 史珽珽 贺振华

近年来，江西省永新县财政局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

引导作用，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多渠道资金保障机

制，创新实施“公路+N”多元融合发展，提升公路服务品

质，为地方乡村振兴、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支撑。

一是“公路+产业”铺就致富路。积极完善投入保障

机制，加快资金安排、拨付流程，大力推进“交通+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打造了“交通+果蔬产业”、“交通+生态康

养”、“交通+农特产业”、“交通+特色养殖”等多个生态经

济示范走廊，构建了永宁厦线百里（黄桃）桃花谷、泉南高

速“稻渔共生”生态产业带、禾河沿岸蚕桑绿廊、现代农业

示范园综合体等“一谷一带一廊一园”现代农业产业新格

局。目前全县产业路达43公里，覆盖全县182个特色产业

村、联通百亩以上规模化产业基地162个、服务2.2万户农

民，实现户均年增收4000多元。

二是“公路+旅游”串联风景线。优化财政支持政策，

构建以高速公路为大通道，以国省道为主骨架，以县、乡、

村道为脉络的红色旅游、乡村旅游、休闲旅游大交通网

络。投入5650多万元对进出三湾、龙源口、黄竹岭、才丰

誓词广场等红色旅游景区的公路进行改造升级。完善各

景区基础配套设施和服务，重点推出3条特色精品旅游

线路，串联县域内的3个国家3A级以上景区、1个全国非

遗旅游街区、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景区景点，以路

为指引开辟红色旅游新篇章。

三是“公路+物流”打通最后一公里。加快实现区域

城乡公交一体化布局，积极筹措资金，支持探索实施“交邮

融合”、“交货融合”等农村物流组织模式，建成以县城物

流园、乡镇服务站和行政村服务点为框架的农村电商和

配送为一体的三级物流网络。目前，全县238个行政村已

全部完成通公路，行政村通客车率100%，实现了村村通

物流电商服务网点，“最后一公里”物流难题得到有效解

决，外通内联、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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