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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一日

足不出户，线上提款80万元。近日，武汉某科技
型企业享受到了光大银行武汉分行高效便捷的智慧
金融服务。

据介绍，这家科技企业是一家消费领域数字化
采购服务商。光大银行武汉分行东湖支行在走访中
了解到，该企业今年承接供应链订单增多，急需资金
用于采购物资。支行迅速通过科技e贷产品为企业
模型审批意向额度，并结合企业经营情况量身定制
授信方案，建立绿色审批通道，通过“信用+科技贷”
模式，助力企业成功线上提款 80 万元，顺利完成订
单交付。

秉持“金融+科技”的创新理念，光大银行武汉分
行全力打造智慧金融服务模式，积极运用光大银行总
行专精特新企业贷、科技e贷、e税贷等客户端全业务
流程线上化的优势，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融资服

务。据介绍，光大银行已在微信公众号和企业手机银
行普惠专版上线“小微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专区”，线上
便可了解光大银行特色产品，符合要求的企业足不出
户就可发起授信申请。

自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运行以来，已为小微企
业办理无还本续贷业务5000余万元，其中，通过线上
自动化审批无还本续贷投放超千万元，为小微企业提
供高效的续贷服务。

为进一步让利惠企，光大银行武汉分行充分运用
总行针对服务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给予的FTP减点优
惠政策，根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合理确定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水平。同时严格执行减费让利
相关规定，严格落实“两禁两限”规定，最大程度减少
贷款以外不必要的中介服务和环节，进一步降低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该行严格贯彻落实尽职免责制

度，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性贷款纳入尽职
免责管理范畴，充分激发基层信贷人员服务小微企业
的内生动力。

截至2024年11月末，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普惠贷
款已累计投放超 55 亿元，服务普惠小微客户超万
户。为湖北地区小微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打通小微企业融资堵点非一日之功，金融赋能
实体经济也非一时之能，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深知重
任在肩，将进一步落实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扎实推进“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宣讲惠企助企政
策，打通小微企业融资堵点，全力提升普惠金融服务
的便利性、可得性和覆盖性，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加精
准、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实实在在提升小微金融服
务的获得感、满足感，为普惠金融的武汉篇章贡献光
大力量。

金融甘霖浇“实”浇“透”

光大银行武汉分行全面推进小微企业融资机制落地见效
金融行业要树立正确的经营观，坚持在有效服务经营主体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把“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实践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坚持在有

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小微企业显身手，经济发展展宏图。小微企业正成为数字化转型路上的“生力军”。新赛道，新未来！小微企业在创业路上一路踩实、走稳，离不开

金融甘霖的浇“实”、浇“透”。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信息不对称”等诸多痛点，是金融机构“赶考”普惠金融的“必答题”，也是金融机构服务实体能力的“试金

石”。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彰显金融央企担当，认真落实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工作要求，以“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为抓手，深入了
解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经营情况和融资需求，努力打通金融惠民利企“最后一公里”。

时间是最好的回答，数字是最佳的佐证。自机制运行以来，该行已为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超16亿元，以实际行动推动协调工作机制落
地见效，切实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

举好“指挥棒”高位谋划 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
心系小微企业所需，聚焦小微企业所盼。
自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启动后，光大

银行武汉分行高度重视，快速响应，第一时间成立由
分行行长任组长的小微融资协调机制工作专班，高位
谋划、统筹推进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各项工作，统
筹从中台部门到一线机构资源，覆盖从业务营销到风
险管控全流程。

同时，该行在二级分行、武汉同城机构网点建立专
班工作机制，确保与政府各级工作机制有效对接，把破
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发
挥合力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落地见效。

为推进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工作有序落实，该
行建立分级分层走访机制，靠前服务、主动作为、精准
对接。

该行行长带队走访民营企业开展调查研究，并不
断延伸服务触角，持续开展“小微企业陪伴成长计
划”，通过“公私联动”“集团协同”组建专属服务柔性
团队，共同设计产品或项目方案，为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共同创建“绿色通道”，向对接企业提供包括但不限
于融资、结算、零售业务、地方政府惠企扶持政策宣讲
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明确“着力点”重点推进 积极推进“千企万户大走访”
进园区、进社区、进街道、进企业！光大银行武汉

分行瞄准重点发力，积极推进“千企万户大走访”。
为进一步提升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金融服务质效，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组织经营机构主动
对接市级、区级协调机制专班，配合梳理形成“申报清
单”和“推荐清单”，并根据清单上的名单给予受理、审
查及审批上的便利，大幅提升服务小微企业效率。

在该行与各级专班对接中，光大银行黄冈武穴支
行了解到清单上客户有资金需求，于是第一时间走访
了解，该企业是生物科技型企业，在技术研发和生产
中急需资金，武穴支行结合企业经营情况，通过线上
方式成功为其发放1000万元信用贷款，有效支持了
企业经营发展，高效便捷的服务获客户称赞。

同时，该行组织各机构主动走访，深入园区、社

区、街道、企业开展融资对接服务，分行领导带队前往
荆州，走进园区开展走访对接，走进专精特新企业生
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发展规划及融
资需求。各经营机构负责人、对公及零售分管行长带
头走访，主动摸排新增融资需求，积极跟进到期续作
客户需求，活动期间该行已主动开展走访对接300余
次，收集融资需求并积极推进审批及放款。

优化“工具箱”便捷服务 小微企业足不出户获信贷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嘉 通讯员刘
恋）12月17日上午的大课间，江汉区
红领巾学校阳光校区六年级男生余乐
言和同学们在小操场的乒乓球桌上打
起了“球王争霸赛”，打满 5 分就换
人。孩子们玩了半个小时，场边欢呼
声不断。在这所小学校园里，一共有
36张乒乓球桌。从建校时的4张球桌
到如今的 36 张，乒乓球桌越来越多，
爱打球、会打球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长江日报记者看到，红领巾学校
阳光校区的小操场上摆了 16 张乒乓
球桌。这里离教学楼近，一到课间就
能看到同学拿着球拍跑过来打球。多
功能教学楼3楼的乒乓球馆里还有20
张乒乓球桌，不仅供学生课间打球娱
乐，也是乒乓球校队训练的场所。

“我记得 2006 年刚建校时，学校
在大操场的一侧摆了4张乒乓球桌。”
红领巾学校体育负责人李慧介绍，乒
乓球桌很受孩子们欢迎，课间总有学
生排着队等着打球。看到孩子们这么
喜欢打乒乓球，学校陆续更换、新增了
一批乒乓球桌，到 2016 年时，校园里
已经有了十余张乒乓球桌，学生中打
乒乓球的氛围很浓。于是，学校专门
腾出了2 间空教室作为乒乓球室，老
师们自编了乒乓球校本教材，还将每
周体育课中的一节设为乒乓球课，带
着孩子们练起来。2021年，学校建好
了乒乓球馆，不仅新添了乒乓球桌，还
采购了发球机、训练用挡板、球拍等器
材。现在，36张乒乓球桌旁总能看到
学生打球的欢快身影。

打会儿乒乓球，是余乐言课间最
喜欢的活动。一开始，他的球技在小
伙伴中只能算“中等”，跟着老师学了
正反手、下旋球、侧旋球，现在他也成了班级的乒乓球高手
之一。“乒乓球很好玩，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塑料球，要打好
需要技术和智慧。”余乐言说，打了几年乒乓球，视力没有下
降，身体也更强壮了。男生陈俊宇也爱打乒乓球，他在日记
里写道：“课间时光因为有乒乓球，有了朋友之间的过招和
鼓励，让我对上学的每一天都充满期待。”

乒乓球馆里，体育老师柯晓雯正在给校队队员指导动作
要领。柯晓雯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是乒乓球国家
一级运动员、国家一级裁判员。一到课间，她就特别“抢手”，
同学们都喜欢找她打球，要挑战她这个“大魔王”。平时，她不
仅要在体育课上教学生打乒乓球，还要和学校聘请的专业教
练一起带校队训练。校队里的75名队员，都是从爱乒乓球的
孩子中涌现出来的好苗子。校队每周二有早训，每周三、五各
有1个多小时的训练，一批小队员迅速成长，在武汉市“友谊
杯”乒乓球比赛、“乒视力”乒乓球赛中多人次收获第一名。

每年春季学期，红领巾学校阳光校区都会举行为期两个
月的校级乒乓球联赛。乒乓球馆的墙壁上就贴着该校2023
年、2024年乒乓球联赛的对阵图和获奖名单。记者看到，四
（7）班女生王荠乐连续两年拿下了“精英组”的冠军。王荠乐
从小就喜欢乒乓球，家里就摆着乒乓球桌。4岁半时，她被爷
爷抱在怀里，手握球拍打着玩，等再长高一点，就踩着木凳子
打球。进入小学后，校园里这么多的乒乓球桌让她“如鱼得
水”，她书包里总装着球拍，一下课就拉着同学、老师“对
战”。因为她的发球动作酷似丁宁的“砍式发球”，同学们都
叫她“小丁宁”。她不仅是乒乓球校队的主力，还在武汉市体
校进行专业训练。近日，王荠乐在2024乒乓球国少集训队
选拔中脱颖而出，即将参加在威海举行的集训。

长江日报讯 距2025年农历新年还有一
个多月时间，全市 70%的餐厅年饭就已被预
订一空了！昨日，武汉餐饮业协会有关负责
人透露，据目前的预订需求来推算，从小年
（腊月二十四）到除夕（腊月二十九），武汉餐
厅接待的年饭消费将有望超过70万桌。

从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今年年饭预订
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亲人团聚为主的大桌餐
明显增多。过去，小家庭来餐厅订年饭较为
常见，但今年，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等大
家族成员纷纷加入，共同在餐厅里享受团圆
的时刻。此外，老乡聚会、同学聚会和战友聚

会等也选择餐厅作为年饭地点，通过这一形
式传递亲情和友情，让年味更加浓厚。

在来菜·湖北头牌藕汤连锁店，早在11月
底和12月初，就有消费者前来预订年饭。目
前，该连锁店的20多家门店均已开始接受年
饭预订，除夕前夕的包房已基本预订一空，仅
剩散台可供预订。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市民
对年饭的重视，也体现了热门餐厅年饭预订
的火爆程度。

同样，沙湖的肥肥虾庄也迎来了年饭预
订的高峰。12月初，就有消费者前来预订年
饭，其中腊月二十八、二十九的预订量最多。

目前，沙湖门店的年饭预订已经过半。肥肥
虾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主推888元的年
夜饭套餐，配置的全是店里的招牌菜，如虾、
蟹、武昌鱼、藕汤等，让消费者在品尝美食的
同时，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武汉餐饮业协会会长刘国梁介绍，目前，
武汉部分热门餐厅腊月二十九的年饭已经预
订一空，中午和晚上的餐位均已爆满。在菜
品方面，今年武汉市评选出的“十大名菜”成
了年饭预订的热卖菜品。这些名菜不仅口感
独特，更承载着武汉的饮食文化和历史传
承。市民们在选择年饭菜品时，更加注重菜

品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希望通过品尝这些名
菜，感受到武汉的独特魅力。

更有场景体验感的年饭也更受欢迎。武
汉首家汉剧文化主题餐厅——小蓝鲸，春节期
间会有汉剧表演；艳阳天旺角酒店推出的湖北
首家美食剧场——“燕礼”，则推出了赏楚舞、
听楚乐、品楚菜，消费者换上汉服品尝美食的
同时，还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1月27日（腊
月二十八）中午的‘燕礼’已被包场，其他时段
的预订也不少。”艳阳天有关负责人表示，自

“燕礼”推出以来，这种穿越千年的荆楚文化盛
宴就一直备受青睐，年饭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春节团年饮食文化方面也有创新之作，
湖锦酒楼就推出了特色九大碗，每一道菜都
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美好的寓意。丽华
园餐厅则推出了“五福”菜品，包括福禄寿喜
财五种寓意美好的菜品，让消费者在享受美
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张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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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饭大桌团年餐明显增多
预订有望超过70万桌 “十大名菜”热卖

我的漆画“武汉消防员”上国展了
前段时间，我和母亲走进了多所高校，

让同学们感受到了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却
濒临失传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漆艺
的魅力。正好，李子柒的漆器制作视频爆红
网络，看到那么多人为她点赞，我的内心也
被深深触动。因为这不仅让漆艺再次成为
公众关注的焦点，更激发了我和母亲在武汉
这片土地上，共同传承这份古老技艺的无限
热情。

我出生于 1996 年，自幼生活在一个被
漆器与漆画作品环绕的家庭。记忆中，母
亲的手指有腱鞘炎，时常疼痛，那是她在精
心打磨漆器时，因无数次用手指点磨而留
下的伤。

早在1976年，当时20岁的母亲就开始与
漆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从事漆艺方面的
工作，即便是退休后，她手中的画笔与漆刷也
从未停歇。在母亲的熏陶和影响下，我逐渐
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高考时，
我毅然选择了艺考这条道路。经过一番努
力，我最终顺利地从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学
院硕士毕业。这段经历让我对国画艺术有了
更深入的理解与热爱。随着绘画技能日益娴
熟，如何让国画和漆画这两种传统绘画焕发
新的生机，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于是，我常
常会与母亲一起学习探讨漆画技法。

网上很多网友都注意到了制作漆器时
很容易过敏。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只是
种种挑战中很小的一部分。漆艺有着许多
繁杂而精细的工序，从做小稿、过正稿，到刷
漆、彩绘、刻线、罩漆，再到打磨、抛光，往往
需要经过几十乃至上百道工序的洗礼，每一
步都需要精心雕琢。

例如“打磨”这一步骤，就很费手指。
需要先用粗砂纸蘸水，轻柔地打磨不平之

处，力度需恰到好处，以防损伤漆面，稍有
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随后，上一层薄漆
使画面色彩更显深沉。待干后，换用细砂
纸打磨，这一过程需反复多次，每次使用的
砂纸更细，画面也更加光滑细腻，色彩饱
满。这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更是对耐心
的磨炼，只有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调整，才
能成就完美的画面效果。这样的烦琐与漫
长的过程，对于每一位漆艺创作者来说，都
是一场身心的考验，尽管如此，每当看到打

磨完成后那独一无二的肌理效果时，我所
有的疲惫都会瞬间消散，留下的只有满满
的成就感与喜悦。

今年，我与母亲共同创作的漆画《平安
千万家》有幸入选了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览，入选这一中国美术界的顶级展览，是
对我们努力的肯定。历经一年多，从设计、
过稿、上漆、打磨到抛光、揩清，我投入了很
多心血。作品以武汉为背景，描绘了消防员
们进行爬绳救援训练的场景，垂落的绳索如

同音符，展现了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作品的颜色以大漆标志性的黑漆和红漆为
主，既体现了消防员的神圣与庄重，也融入
了市民与消防队的深厚情谊。

未来，我会从妈妈的手中接过接力棒，
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让漆艺这份
珍贵的非遗文化得以延续，绽放出更加璀璨
的光芒。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王天瑜
（整理：王锦婷）

王天瑜正在仔细地给作品《平安千万家》上漆。 王天瑜和母亲创作，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漆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