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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发力 精准滴灌

农业银行武汉分行:全力落实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
小微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最广泛、最贴近民生的群体，也是稳定经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

的重要力量。为切实推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为引导信贷资金快速直达基层小微企业，今年10

月，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地方相应建

立工作机制，从供需两端发力，统筹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和银行放贷难的问题。

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迅速落地生根，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从中受益。作为普惠金融

发展的国家队和金融服务小微的主力军，农业银行武汉分行一直深耕普惠金融领域，将越来越多的金

融“活水”精准引向普惠小微、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立专项机制、出台专项方案，配备

专门人才，该行持续加大普惠贷款投放力度，普惠贷款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服务覆盖面有效扩大。

此次，农业银行武汉分行积极响应号召，强化组织领导，第一时间成立了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专班，统筹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的整体推进和实施。

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截至目前，农业银行武汉分行已成功为超千家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累计发放贷款超25亿元。

协调合作

政银合力畅通渠道
小微企业大多具有规模小、数量多、布局散的特点，为

了推动普惠融资服务以更广覆盖、更快速度、更高效率直达

小微经营实体，农业银行武汉分行主动对接职能部门，通过

形成政银工作合力，做好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的落地实

施。

为更好地了解企业的需要，今年以来，农业银行武汉分

行下辖分支机构主动对接企业，倾听企业所需。该行组建

服务小微企业专业团队，通过“千企万户大走访”、召开银企

对接会、名单制走访服务等方式，多形式、多渠道、广覆盖对

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进行帮扶和支持。

农行武汉东西湖支行积极参与街道专场“银企对接

会”，针对区内小微企业进行现场专场融资辅导。农行武汉

汉阳支行主动深入“科创点金汇投融资对接会”。针对在场

企业宣讲普惠金融政策。

武昌区数字经济企业专题银企对接会、藏龙岛光电谷

科创园参加知识产权宣传周专项活动、长江新区首场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政银企对接活动……武汉农行的企业融资服

务宣讲走遍了武汉三镇。

有了扎实的走访调研工作，农业银行武汉分行细分小

微企业群体，针对小微企业特点和需求，逐步建立了小微

企业信贷产品体系，能够有效满足不同类型、各个层面小

微企业的金融需求。

服务向前

专班对接精准滴灌
小微企业分处不同行业，需要的金融支持千差万别，提

升服务精准度非常关键。农业银行武汉分行不断创新服务

模式，开展“精准滴灌”式服务，组建服务小微企业的专业团

队，多形式、多渠道、广覆盖对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进行

帮扶和支持，做到因地制宜、无缝对接。

“一市场一商圈，一链条一客群”，农业银行武汉分行立

足区域特色场景，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围绕个体工商户、小

微企业主等市场主体集中的专业市场、成熟商圈、核心企业

产业链和特色产业集群，结合商户所在行业差异化制定专

项服务方案，因地制宜推出多款特色场景产品，提高普惠金

融服务覆盖面。

农业银行武汉分行坚持不懈深入社区、专业市场、边远

商户，只要客户有需求，农业银行武汉分行服务的脚步就跟

到哪里。

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农业银行武汉分行坚

守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主责、主业，送贷款进门入户，助力乡

村振兴。以农户线上信贷产品——“惠农e贷”为抓手，积极

探索解决农民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等问题。支持了一大

批农村个体工商户和普通农户，促其发展生产、经营致富。

惠农e贷是农业银行专门为农民和城市地区从事涉农

生产经营者量身打造的一款线上贷款产品，其办理流程简

洁，担保方式多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信用方式

一般在100万元以内，贷款周期宽松，根据经营周期最长10

年。“我一周就收到了农业银行的三年期240万元的贷款，三

年后才需要偿还本金，解决了公司的困境。”武汉市新洲区

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曹女士利用农行创新产

品，解决了桃胶产量不足价格上涨的公司困境，缓解了燃眉

之急。

据了解，农业银行惠农e贷推出以来，仅武汉市新洲区

建档的农户已累计超1.1万户、为农户投放贷款19.04亿元，

农行武汉新洲支行13家网点，新增的惠农e贷金额均超千

万元。

创新产品

满足小微多元需求
提升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能力，创新特色化金融产品

是重要一招。农业银行武汉分行金融机构以强化科技赋

能、创新金融产品、加强信息共享等为抓手，练好服务小微

企业的“硬功夫”。

强化产品组合运用，农业银行武汉分行大力推广抵押e

贷、科技e贷、银担贷等便捷、快速的普惠产品，缩短融资周

期，满足小微企业的多元化融资需求，针对性地解决小微企

业的融资“难贵慢”问题。

武汉中仪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创立于2010年，公司专注为城市供排水管网

提供检测修复运维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行业

沉淀，中仪股份已发展成为集排水管网检测、评估、养护、修

复相关技术、设备及材料研发制造为核心产业的高新技术

企业。

公司与国内外多家高校及科研机构保持紧密合作，在

理论研究、设备研制、工程服务等领域，先后研发出一系列

技术先进、适用性强、操作简便、稳定耐用的检测、养护及修

复设备、材料和软件产品。

农行武汉江夏支行得知情况后，组建了专项服务小组，

多次上门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开启

专属绿色通道。通过科技e贷产品，用纯信用的方式为其授

信并发放1000万元，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更添底气。

未来，农业银行武汉分行将全面落实支持小微企业融

资协调工作机制，持续推动小微企业服务增量、扩面、提质，

切实为小微企业办实事、解难题，打通金融惠企利民“最后

一公里”，金融“活水”润泽千企万户，奋力书写普惠金融大

文章。

武汉中仪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墙。

武汉中仪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展厅。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永权）最近一周以
来，武汉最低气温持续跌破 0℃。与冷空气
一起到来的，还有冬季定制限量款“霜打
菜”。连日来，长江日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
武汉“霜打菜”已集中上市，不但价格实惠，而
且口感更加甜糯脆。

12月23日清晨，记者在黄陂区盘龙城经
济开发区盘龙一路附近的菜地看到，绿油油
的“披”着白霜的蔬菜长势良好，不少菜农正
在忙碌。在地里采摘红菜薹的孙志武说，这
里有近200亩露天菜地，大多是附近居民种
植的蔬菜。与往年相比，今年青菜上的白霜
更重，吃起来口感更糯、更甜了。

“刚上市的‘霜打菜’，走过路过不要错
过！”在永旺梦乐城金桥店一楼蔬菜区，店员
江女士正在热情地推销“霜打菜”。1 元/斤
的大白菜、1.5元/斤的小白菜、4.9元/斤的菠
菜、9.9元/斤的藜蒿等被整齐地摆放着，引来
不少市民选购。

12月24日，在盒马鲜生万家汇店二楼，
贴有“霜打菜”标签的蔬菜占据了全场C位，
品类丰富，青翠欲滴。“这里的每把红菜薹3.9
元，我买了5把，太好吃了！”家住江岸区百步

亭温馨苑的赵女士说，一年里只有两个多月
能吃上“霜打菜”，下锅一炒，香甜鲜嫩。

盒马鲜生武汉蔬菜采购负责人成弘透
露，最近是“霜打菜”集中上市时期，售价环
比下降了20%左右，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30%左右，卖得最好的是霜打红菜薹和矮脚
小白菜。

除了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霜打菜”还
纷纷亮相线上平台。霜打菠菜、霜打白萝卜、
霜打黄心菜……朴朴超市开辟了“霜打菜”专
区，共有30余款“霜打菜”。其中，霜打红菜薹
已卖出3.5万件，成为蔬菜“销售冠军”。

为何“霜打的蔬菜分外甜”？洪山菜薹产
业协会会长冯军说，与大棚里种植的蔬菜相
比，“霜打菜”都是露天种植的。为了适应低
温环境，“霜打菜”将体内部分淀粉转化为糖
类物质，所以吃起来口感更甜、更糯。“红菜薹
是‘霜打菜’中的佼佼者，经霜打之后会更加
鲜甜。”

血糖偏高人群是否可以食用“霜打菜”？
专家表示，蔬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总量是
既定的，其甜味主要是自身原有物质的转化，
有点类似“米面类食物在口腔里多咀嚼后变
得更甜”的道理。所以，血糖偏高人群或者糖
尿病患者也可以正常食用“霜打菜”，不过需
注意膳食搭配、科学饮食。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蔬菜部经理
邓垦介绍，最近一周，该市场平均每天交易
5500吨蔬菜，其中近五成是“霜打菜”。该市

场蔬菜总体供应充足，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
逾两成。随着天气转好，武汉周边大量“霜打
菜”陆续上市，预计整体价格将进一步回落。

再不听听这些课，就大学毕业了
半年体验 100 节不同的课，是什么

感受？我来告诉你。
我是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一名大四

学生，明年就要毕业了。为了不给自己
的大学生活留下遗憾，我于今年12月初
启动了“武汉100 节课旁听计划”，感受
不同课程的魅力。目前，我已经解锁11
节课。

从历史到物理，再到文学，每节课都
让我有一种“拆盲盒”的惊喜感。在“阿
拉伯语”课上，我见到了神秘又精美的阿
拉伯艺术作品，学习了几句阿拉伯语日
常问候语，对阿拉伯文化有了更深的认
识。在“汉字与书法篆刻”课上，我挥毫
泼墨写下“岳阳楼记”4个字。我还把自
己写的“龙留瑞气常萦户”贴在寝室柜门
上，闻着墨香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

“古代文论经典研读”课上，我了解到《水

浒传》里的许多故事。这让我回忆起初
中和高中时期的语文课，也领略了文学
之美。

当然，除了本校之外，我也没“放过”
其他高校的公开课。华中师范大学、中
南民族大学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每门课
程结束后，我会根据笔记并结合回忆把
珍贵的经历分享到网上。没想到，不少
同学予以鼓励并推荐：

“我之前也想做这件事情，但一直没
有实施。看到你的分享之后，我想去尝
试一下。”

“欢迎来华中农业大学听课，我们的
课很有意思。”

“一定要来中南民族大学听一次民
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老师秦熠讲授的历史
课，真的是宝藏老师。”

……
对此，我只想说：“你们等着我！”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邓翔宇

左图：解放公园“上新”春节布置，姑娘手举灯
笼喜笑颜开。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心比海宽 摄

迎春

寒夜的风在昙华林的街巷中“穿梭”，却被暖
黄灯光温柔地拦下。星星墙下，姐妹俩宛如从岁
月画册中逸出的精灵。指尖轻拈一片梧桐叶，就
像握住了整个秋天的“尾巴”。在这冬日的一
隅，她们以青春的姿态，为冷峻夜色添了一抹暖
色，让时光也忍不住驻足，悄然珍藏这帧情意绵
绵的画面，待日后回首，依然能于霜寒中触碰到
这份暖融心意。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聂艳华

（整理：戴容）

昙华林姐妹情

永旺梦乐城金桥店内，市民选购“霜打菜”。 长江日报记者陈永权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金文兵 通讯员
向丽华 付志军）在蔚蓝色的星空沙池
中，3 岁小朋友杜嘉珩玩了 4 个小时
还不肯离开。妈妈陪在一旁，笑称

“腿都站僵了”……12 月 24 日，武昌
江滩体育公园开园，武汉又添一处遛
娃好去处。

冬日暖阳下，在武昌江滩徐家棚
片区，著名的小白塔与“孤独的网红
树”吸引游客打卡拍照。距离这里约
200米就是武昌江滩体育公园。

这座公园面积约2400平方米，游
览动线模拟长江走势，并以此串联青
春竞技场、稚趣亲子园等 8 个健身节
点。整座公园配上七彩的运动设施，
极具动感。

该项目实施方青岛英派斯健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区经理孙兆全介
绍，公园西半侧是适合儿童的稚趣亲
子园，主打“星空”概念，布置了星空飞
碟乐园、星空沙池、星空爬网、星空秋
千、亲子蹦床乐园等设施。公园东半
侧是适合青少年的动感运动区，设有
滑板乐园、体育中考训练场、组合式功
能训练场以及各种体能训练器材。整
个场地共设置了 46 组体育健身设
施。为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公园安装
的9套景观照明灯具全部使用光伏板
自发电。

指着场地中的体测功能区块，
武昌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科科长郭
俊清说，这里还设置了立定跳远、跳
绳等区域，方便孩子们模拟训练、自
我测试。

武汉市江滩管理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武昌江滩此前已建成大
堤口、月亮湾、长江二桥等 3 个片区
的体育健身区。此次新增的体育公
园为武昌江滩注入了更加强劲的运
动活力。

（参与采写：杨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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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江滩体育公园内，孩子在星空沙池中玩耍。
长江日报记者金文兵 摄

“冬日限定”霜打菜集中上市价格降了

为什么霜打菜分外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