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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流营商环境 安徽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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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何 珂

安徽信贷超预期“开门红”之后，2月

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较 1月有所回落。

但从今年以来的数据看，特别是从

增速上看，截至 2024 年 2 月末，安徽省人

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4.54%，增

速连续 15 个月全国第一，高于全国 4.43

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以来，安徽着力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经济运行

持续好转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引导金融机构均衡投放

近日，记者从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

获悉，2024 年 2 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

贷 款 余 额 80882.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54%，当月新增 701.32亿元。

而在今年 1 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当

月新增 2474.71 亿元。从数据上看，2 月

新增人民币贷款较 1月有所回落。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24 年 2 月工

作日天数仅 19 天，有效工作时长少于去

年同期；且节前，个体工商户、居民等收

到货款、工资后将闲置资金归还贷款，信

贷需求出现放缓。尤其是去年春节假期

在 1 月，今年在 2 月，春节错配进一步造

成信贷投放阶段性波动，是正常现象。

2024 年“均衡投放”成为信贷关键

词。业内专家指出，信贷投放关键是把握

好度，既要尊重经济金融的客观规律，也

要避免出现明显偏离历史水平的异常信

贷行为，需要更关注信贷增长的均衡性。

“现在的信贷投放节奏主要还是根

据客户的用款需求，2 月份大家拿到年

终奖之后，归还贷款相对较多，住户贷

款减少，但企业贷款相对往年春节来说

还是不错的。”一家商业银行有关人士

对记者说。

数 据 显 示 ，分 部 门 看 ，安 徽 省 企

（事）业单位贷款较上月增加 824.94 亿

元，同比多增 107.41 亿元。其中，票据融

资 较 上 月 减 少 23.21 亿 元 ，同 比 少 增

174.96 亿 元 ；住 户 贷 款 较 上 月 减 少

124.00亿元，同比少增 236.55亿元。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

下，短期数据波动不宜与经济基本面的

长期大势相关联，央行近年来的表态也

强调，要避免过度关注短期数据波动和

月度货币信贷高频数据，应更全面地分

析利率下降的成效、涵盖直接融资规模

的社会融资规模等，对金融支持经济力

度形成正确认知。

信贷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关键时期，我

们的订单量不断增加，但由于企业流动

资金不足，导致农机设备采购量不足。”

位于蚌埠怀远县的安徽前程似锦机械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农机销售和服务于

一体的民营企业，该公司负责人说。

农业银行怀远县支行了解到情况

后，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启动绿色审批

通 道 ，以 最 快 的 速 度 为 该 企 业 发 放 了

“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微易贷”400 万

元，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

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有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以来，辖内机构深入研究涉

农产业发展情况和金融需求，合理配置

信贷资源，优化授信流程和额度管理，

以创新产品推动业务发展，大力支持安

徽省内涉农行业及企业的发展。

数据显示，2 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

额 27439.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53%，高

于各项贷款增速 1.99 个百分点，较年初

增加 1439.60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进入经济转型

升级的关键期，市场对于货币信贷的关

注由过去量的变化转向效的提升，强调

精准投放而非撒胡椒面，重“质”轻“量”

的趋势愈加明显。从最新数据可看出，

国民经济重点行业信贷增长保持高位，

国民经济薄弱环节信贷支持力度保持

较高水平。

2 月末，安徽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余额 5515.07 亿元，同比增长 43.77%，高

于各项贷款增速 29.23 个百分点，较年初

增加 529.26亿元。

同比增长超四成的数据背后，是安

徽对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贷款投放力度

持续加大。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不断提升对于

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

力度，在优惠政策和金融产品创新上协

同发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提升制造业金融服务质效。

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金融机

构聚焦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推进审批

绿色通道、延长贷款期限等系列优惠政

策，多渠道拓展基建项目资金来源，持

续引导金融活水流入基建投资领域。2

月末，基础设施业贷款余额 14467.89 亿

元，同比增长 16.46%，高于各项增速 1.92

个百分点，较年初增加 842.56亿元。

总体而言，今年以来安徽信贷投放

力度较大，信贷资金有力保障新质生产

力领域生产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推进。

为经济回升向好增添后劲

“银行贷款到账后，我们第一时间

付了工程款。”近日，安徽一家房地产企

业负责人说，随着项目建设推进，资金

链一度紧张，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

后，企业第一时间申请并顺利进入“白

名单”，很快获得了中国银行 1.3 亿元贷

款，解了燃眉之急。

随着一揽子房地产政策集中联动实

施推进，金融机构精准对接房地产企业

需求，充分挖掘房地产行业的新增融资

空间，保障房地产信贷健康平稳发展。

从安徽的数据来看，截至 2 月末，房

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3884.22 亿元，同比增

长 7.64%，当月新增 321.68亿元。

最新金融数据的变化也与央行货

币政策靠前发力有关。业内人士指出，

政 策 打 好 提 前 量 ，兼 顾 逆 周 期 和 跨 周

期，将为经济回升向好持续提供后劲。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 0.5 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

动性 1 万亿元；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

贴现利率 0.25 个百分点，持续降低金融

机构成本。

“一系列举措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提供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

境。”有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央行连续

出台政策，降准力度和 LPR 下行幅度都

超 过 市 场 预 期 ，引 导 银 行 加 大 信 贷 投

放，这充分体现出宏观政策加大力度支

持经济回升向好的决心，有利于提振各

类经营主体的信心。

此外，在存款方面，2 月末，安徽省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86323.62 亿元，同

比增长 8.64%，较上月降低 0.53 个百分

点，当月增加 1326.47亿元。

分部门看，本月各项存款由单位部

门向住户部门转移，住户存款当月增加

2436.00 亿元，同比多增 1972.21 亿元；非

金融企业存款较上月减少 1155.46 亿元，

同比少增 1883.55亿元。

安徽人更偏爱存钱了吗？有专家

指出，居民存款持续增加提高了经济发

展韧性，增强了抵御风险能力。2 月份

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与春节外出人员集

中返乡因素有关，但居民对未来预期转

弱、消费需求不足、投资意愿下降等问

题也值得关注。下一步，应采取针对性

的措施，稳住居民预期和信心，进一步

提振居民消费和投资。

2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80882.72亿元，同比增长14.54%——

最新信贷数据怎么看？

■ 本报通讯员 康家佳
本报记者 袁 野

近日，记者来到六安市金安区木

南现代农业示范区的一处蔬菜种植示

范基地，安徽邦客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立涛正在给当地种植户

讲解大别山贝贝南瓜的种植技术。

“这个膜什么时候覆盖？”“移栽的

时候要注意些什么？”“这一亩地效益

究竟怎么样？好卖不好卖？”种植户们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咱们这里的气候、土壤都很适合

大别山贝贝南瓜，易管理、产量高。该

南瓜一年可以种植两季，单季从种植

到 采 收 80 天 ，平 均 亩 产 1500 公 斤 至

2000 公斤。”张立涛说，公司以每公斤 1

元至 2 元的价格保底收购，如果市场

行情高于保底价，收购则随行就市。

“一亩地单季生产成本在 1140 元

左右，效益在 3000 元至 4000 元左右。”

听到了托市收购的承诺，种植户们的

兴趣逐渐提高。

曾经是蔬菜经纪人的张立涛，有

着丰富的采购、销售经验。2021 年，他

创办公司，致力于大别山贝贝南瓜的

种植和销售。2023 年，张立涛团队在

金安区的椿树、孙岗、施桥等 3 个乡镇

推广种植大别山贝贝南瓜。

“ 大 别 山 贝 贝 南 瓜 市 场 前 景 很

好。我们采用订单农业形式，托市收

购，有稳定的高品质货源，种植户放心

种、卖得掉、有钱赚，消费者也能购买

到优质粗粮，一举三得。”张立涛告诉

记者。

“去年，我首次套种 110 亩大别山

贝贝南瓜，一开始也担心产量和价格，

在技术员的指导和精心管理下，亩产

达到 2750 公斤、纯利润 4000 多元。这

次既是来订购南瓜苗，也是和同村人

来参观学习的。”金安区椿树镇草庙村

农户蔡克胜说。

看现场、尝南瓜、提问题……当天

共计签订 66 份种苗、种植、托市收购

协议书，种植面积 4000 亩。

“托市收购小南瓜做法太好了，我

刚刚签订了协议，对流转的 200 多亩

地 进 行 套 种 ，希 望 让 好 收 成 变 好 收

入。”来自裕安区的农户李辉说。

“企农‘牵手’是推动农民增收的重

要途径之一，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引

擎。我们将继续努力，当好‘服务员’，

让企业和农民朋友双向奔‘富’。”金安

区蔬菜产业协会会长高宗喜告诉记者。

企农“牵手”双向奔“富”

本报讯（记者 李晓群）企业技术改

造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

力、加快建设智能绿色的制造强省的重

要举措。记者 3 月 26 日从省司法厅获

悉，为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提

高地方立法质量，我省就《安徽省企业

技术改造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据 了 解 ，征 求 意 见 时 间 为 3 月 26

日至 4 月 25 日。公众可以在省司法厅

网站相关网页直接提交修改意见，也

可以通过信函将书面意见寄至合肥市

蜀山区清溪路 100 号省司法厅立法一

处（邮政编码 230031），或者电邮：sftl-

fych@163.com。

企业技术改造是我国在工业发展

中形成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推动我国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宝贵

经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以及经济发展形势的快速变

化，技术改造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逐步显

现，如：新形势下技术改造的重点方向

发生了变化，对技术改造的引导和服务

有待进一步加强，有必要通过立法推进

企业技术改造机制保障制度化、长效

化，为推动智能绿色的制造强省建设提

供法治支撑。

此 次 公 开 征 求 意 见 和 建 议 的《安

徽省企业技术改造促进条例（草案征

求意见稿）》，明确了企业技术改造的

内涵和原则。确定立法的宗旨是推进

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 ，加 快 建 设 智 能 绿 色 的 制 造 强 省 。

确立企业技术改造的原则，坚持市场

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以企业为主

体，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

同时，细化企业技术改造的重点内

容。明确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基础再

造、高端产品供给、数字化转型、提高本

质安全水平、加强产业聚集等方面实施

技术改造的具体内容。

我省拟立法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企业技术改造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3 月 25 日，

“携手发展、互利共赢”皖浙文旅产业合

作座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副省

长孙勇出席并致辞。皖浙两省重点投

资商、旅行商、商协会代表和相关媒体

记者参加会议。

致辞指出，安徽山水冠绝天下，人

文璀璨夺目，拥有发展文旅产业的独特

优势和良好基础。安徽省委、省政府作

出加快建设繁荣兴盛的文化强省和高

品质旅游强省的重要部署，出台“两个

强省”文件，制定出台大黄山世界级休

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行动方案，

顶层设计、顶格推进“两个强省”建设，

全省步入文旅产业发展的快车道。安

徽与浙江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经济相

融，文旅交流空间不断拓展、合作成果

不断涌现，期待两省文旅业界携手共创

合作共赢的美好明天。

座 谈 会 上 ，安 徽 省 重 点 推 介 了 大

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

等文旅产业合作领域并开展“双招双

引”，浙江省介绍了文旅产业项目投资

建设做法经验，两省重点旅行社和自

驾游机构签订游客互送协议，双方文

旅企业围绕投资合作、业态焕新、市场

拓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合

作意向。

深化皖浙文旅产业合作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阮孟玥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无为市高沟镇

的安徽国电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车间

里刚刚投入使用的智能化设备正在生

产仪表仪控电缆。目前，订单已经排

到 4 月份，企业开足马力，冲刺一季度

开门红。

“政府的服务效率越来越高，发改

委、经信局等部门给我们发放了奖补资

金，去年一年兑现了 400 多万元，帮助

我们进行设备更新，推动企业创新。”安

徽国电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中心主

任肖本国告诉记者。

近年来，无为市政府通过“免申即

享”“即申即享”，实打实对民营企业开

展扶持，为企服务工作走深走实，企业

开办、纳税服务、登记财产、政务服务、

保护中小投资者等重点指标位居芜湖

市前列，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无为市收到部分制造业企业反映，

企业转型升级和扩大产业布局时面临

资金不足问题，导致企业难以进一步发

展。针对这类问题，无为市将制造业作

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大力支

持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能源

企业和低碳、节能环保企业发展，为企

业提供优质金融资源。

增加制造业企业获贷可能性。引

导域内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以

制造业龙头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为重点，创新

“总对总”等信贷担保方式，扩大“订单

贷”“亩均英雄贷”“园区贷”等业务规

模，推动“科技贷”落地见效。

促进区域制造业能级提升。积极

响应省金融支持“亩均论英雄”改革有

关要求，引导银行机构充分运用“亩均

效益”评价结果，创新“亩均英雄贷”改

革模式。截至去年底，已投放各类信

贷产品 10.14 亿元，综合运用金融手段

促成 400 余亩闲置或低效工业用地的

盘活提升，有效畅通土地资源、产业、

金 融 良 性 循 环 。 2023 年 9 月 ，无 为 市

入选省首批“亩均论英雄”改革金融服

务试点县。

打造“线缆制造业再贴现直通车”

模式。引导域内金融机构向无为市线

缆制造业企业提供票据贴现服务，引

金融“活水”精准支持制造业，助力实

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直通车自开通

起累计支持线缆制造行业再贴现 3.23

亿元，促进线缆制造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稳中有降，有力提升企业资金周转

效率。

无 为 市 积 极 推 动 从 解 决“一 个 问

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针对中小

企业普遍存在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问

题，加强科技赋能，举办第三届国家（无

为）特种电缆产业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论

坛、“科技入皖”进无为等活动，加强与

上缆所、青岛科技大学等高校院所合

作，新增省级企业研发中心 7 家、产学

研合作 32项。

该市与安徽工程大学共建大健康

与绿色食品产业研究院，为绿色食品产

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大力培育科技

型中小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023

年新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89 家，

增长 76.6%。

无为为企业提供优质金融资源，解决资金难题——

服务更精准 扶持实打实

3 月 25 日晚，芜湖轨道交通 1 号线芜湖南站开展车辆故障救援、网络安全、车

站火灾救援演练，旨在检验应急处置技能，更好地保障乘客出行安全。

本报通讯员 丁仕红 潘柳全 摄

本报讯（记者 杨胜）3 月 26 日下午，安

徽日报报业集团与华为公司共同举行鸿蒙

原生应用开发启动仪式，正式宣布安徽日报

客户端启动鸿蒙原生应用开发，将在鸿蒙生

态里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内容服务和体验，打

造更具价值的用户服务平台，成为安徽首家

官宣启动鸿蒙原生应用开发的媒体。

此次合作中，安徽日报客户端将基于鸿

蒙系统多端互通、原生互联的独特优势，激

活手机、平板等多终端用户，实现流量再造，

重塑新闻客户端的内容生产、用户连接等环

节，构建更具价值和影响力的新媒体大平

台，以更宽广的视角、更丰富的传播形式、更

新的技术手段，为用户带来更流畅便捷的新

闻阅读体验。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近年来持续推进媒

体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技术保障能力。此次

启动鸿蒙原生应用开发，将加速推动安徽媒

体行业传播体系迭代升级。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
与华为公司签约

开发鸿蒙版新闻客户
端，系安徽媒体首家

池黄高铁试运行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 吴江海 倪

讴）3 月 26 日 8 时 37 分，池黄高铁首趟

试 运 行 列 车 G55301 次 从 黄 山 北 站 开

出，大约 40 分钟后到达池州站。这意味

着池黄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转入试

运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试运行又称空载试运行，是高铁开

通前的一次全面“实战”检测，原则上不

少于一个月的时间，试运行结束后，预

计 4月底高铁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池黄高铁起自池州站，途经池州市

贵池区、青阳县，黄山市黄山区、黟县，

终至黟县东站，正线全长约 125 公里，设

计时速 350 公里。全线设池州、九华山、

黄山西、黟县东 4 座车站，其中九华山、

黄山西为本线新建车站，池州站为既有

改建车站，黟县东站为既有车站。

池黄高铁沿线共涉及生物多样性

保护及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16 段，合

计 36.8 公里。面对生态敏感区，总体设

计单位中铁上海院强化源头勘察、优化

调整选线方案，采用桥梁跨越、隧道穿

越、主动绕避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减

少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正

式通车后 ，将成为串联皖南两山一湖

（九华山、黄山、太平湖）核心景点的黄

金旅游线路。

“高铁开通后，池州到黄山仅需半

个小时，九华山到杭州、上海分别只需 2

个小时、3 个多小时，武汉到黄山也仅仅

需要 3 个多小时，届时长三角地区和中

部地区两大国家战略板块将实现更加

紧密的交通连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铁

建办三级调研员陈剑表示，池黄高铁是

武杭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皖

南地区高铁网的一条重要的骨干线。池

黄高铁开通以后，青阳县、黄山区将进入

高铁时代，安庆、池州、黄山将实现高铁

直达，皖南地区的高速铁路网布局将进

一步提升和完善 ，交通效率将极大提

升。通过高铁将更多的游客带入到黄

山、九华山、太平湖等优质的风景区，有

助于加快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

设，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图为 3 月 26 日乘务人员为车窗贴

上安徽元素窗花，庆贺试运行。

本报记者 李 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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