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财神爷”扎堆儿进省城
对企业，对百姓，他们都是“热心人”

如果直接找银行贷款还是不能满足资金需求，企

业又该怎么办？答案是：还有政府帮忙呢！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对一个事例印象颇深。有

一家名为合肥紫金钢管有限公司的企业，主导产品为

大口径厚壁直缝埋弧焊管。这种产品广泛应用于钢

结构建筑（钢管混凝土、管桩、管绗架结构用管等）、压

力管道（石油、天然气、煤浆等输送）等领域。在国家

游泳中心、国家体育场等多个2008奥运会场馆项目，

上海“世博会”美国馆、荷兰馆、比利时馆等数个展馆，

安徽饭店环球金融中心、合肥火车站、合肥新桥机场

航站楼等诸多省市重点工程中应用广泛，处于结构管

行业龙头地位。

正是因为公司属于传统的工业制造行业，生产经

营的特点决定对资金的需求量比较大。除了与银行保

持密切联系，政府部门也格外关注企业的发展需求。

紫金钢管的负责人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非常感谢政

府各相关部门在银企合作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有效

的推动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初，面对日益

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合肥市政

府组织实施了‘滨湖春晓’信托计划，紫金钢管就是这

项计划的首批受助企业之一，600万元两年期低息贷款

资金，帮助公司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时间。”这位负

责人透露，在“滨湖春晓”信托计划资金支持的2009、

2010两年时间，企业的生产基本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

机前的水平，实现工业增加值8000万元、销售收入近4

亿元，税收也有30%以上的增长。

中小企业融资难，如何破

解？银行服务百姓民生，市民

生活将添哪些便利？日前，记

者跟随合肥市金融工作集中

采访团，对该市银行业、信托

机构、上市企业等进行了连续

三天的走访，一起来看看，金

融行业里这些“财神爷”们，正

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工作与

生活方式……

在集中采访的开端，合肥市金融办主任李平，

率先向记者“亮家底儿”：截至目前，合肥市已开业

银行27家，获批筹建2家；证券法人机构2家，非法

人机构24家，营业部43个；保险法人机构1家，分

支机构37家；信托法人机构2家；期货法人机构3

家，非法人机构（营业部）4家；融资性担保机构44

家；小额贷款公司49家；风投机构21家；租赁机构1

家和典当公司52家。工行、建行、浦发行、中行、农

行、邮储银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7家总部级

后台服务中心，已经先后入驻合肥市国际金

融后台服务基地，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

行、中国人寿保险等多家机构也已经表达入驻意

向。

李平欣慰地告诉记者：“以银行为主体，证券、保

险、信托、期货、小额贷款、担保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

多元化金融体系，在合肥市已经初步形成。”

那么，除了给企业投融资提供便利，银行这些“财神

爷”为市民生活又带来了哪些便利呢？这次集中采访下

来，记者可是了解到了很多。

在医院里，望着长长的队伍，忍着病痛等待自己被“叫

号”，这样的经历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现在，您可以坐在家里挂

号。中国银行推出的银医卡，就可以一卡两用，既是银行卡，又

可以远程挂号。不仅如此，中国银行还积极为合肥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学校贫困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圆贫困学

子大学梦。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营业部（合肥管理部）副总经

理陈尧告诉记者，明年就是中国银行百年华诞，作为历史最悠

久的大型金融企业之一，中国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心支

持社会公益事业的脚步，还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青桃子，我们就敢接！”面对记者的时候，国家开发

银行安徽省分行副行长柳卫建，开篇就埋伏笔，“很多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一开始不成熟，像青桃子，很多银行都

不敢贸然贷款给建设方。可是，国开行只要通过了评估，

就可以把款项贷给他们，项目建设就能够及时上轨道。

而越是到了项目后期，其他银行越是愿意纷纷跟进，建设

方融资就容易多了。”

采访中记者得知，“大建设”至今，国家开发银行安徽

省分行累计向合肥地区发放贷款600多亿元，支持了合

肥市城市路桥、高速公路、铁路、电力能源、高新技术、装

备制造、文化卫生、节能减排、新农村建设等近20个领域

100多个项目的建设。也可以说，只要是有重大基础设施

投资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国开行热切关注的目光，并不遗

余力地给予支持。

在公共事业上，国开行同样拿出了“舍我其谁”的魄力。

2006年以来，国开行积极与合肥市政府对接，大力推进环境

整治项目工程，向四里河整治项目、合肥市东南部环境综合

治理项目、合肥市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工程、合肥市蔡田铺污

水处理厂、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等10余个项目累计发放贷款

24.9亿元，有效地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合肥市改善公共环

境，国开行先后向合肥众诚热电、合肥南区集中供热、合肥市

中西北部集中供热管网、合肥市第二水源及配套水厂等8个

公用事业工程项目累计发放贷款15亿元，整体提升了合肥市

公共服务水平。

“欢迎大家，来到咱合肥人自己的银行！”当记者

刚刚来到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时，迎面而来的问

候，顿时令人备感温馨。副行长李梦寒微笑着介绍

说：合肥科农行的市场定位，就是“合肥人自己的银

行”。“科农行围绕服务地方、服务中小企业、服务三

农、服务市民四条主线，抓好资金投放。根本点立足

于综合竞争力和服务功能的提升，策略上采取差异化

发展策略，寻找‘草根银行’的特色空间。”

李梦寒告诉记者，截至2011年一季度末，合肥科

农行拥有各类分支机构71家，正式员工745人，全行

资产总额为254.78亿元。四年多来，累计投放500亿

左右资金支持合肥市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利用系统

特有的优势，发挥招商引资功能，将合肥市以外的资

源吸引进来支持本市发展。四年来共牵头组织24笔

银团贷款，截至目前，累计授信金额30.03亿元，已发

放贷款23.35亿元。

在服务市民方面，“草根银行”更加热衷于为合肥

百姓的日常消费提供“聚宝盆”：个人消费贷款业务，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力支持符合政策导向的

个人住房、汽车、经营类贷款。截至2011年

3月末，个人消费类贷款2.2万户，余额43.08

亿元；个人兴业类贷款1.1万

户，余额18.07亿元。“从这些

日常消费信贷就可以看

出，农科行与普通市

民的生活紧密联系，

也进一步增强了合肥

市经济发展的微观活

力。”

同样作为知名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的特色也十分鲜

明。在服务于合肥的大建设、大发展的同时，对小微企业

更是“青睐有加”。民生银行合肥分行小微金融部总经理

汪浩告诉记者，在去年的一年时间，该行贷款给中小企业

和小微企业的，涉及1500多个商户，间接解决两万人就业

问题。截至2011年4月10日两周年行庆当日，中国民生银

行合肥分行资产总额159.3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6.39亿

元，不良资产率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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