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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换挡升级

———年头岁尾聚焦信阳系列报道（8）

作为经济发展“血脉”的金融业，是
支持实体经济突出重围的重要支撑，大
力发展金融产业也是一个城市经济转
型升级的必然抉择。

回顾“十二五”，我市紧紧抓住金融
改革的关键节点，通过创新金融发展模
式、发展路径、发展机制和发展手段，探
索优化金融生态和金融促进经济的新
模式，初步建立了符合信阳地域特色的
金融体系。

5

年来，我市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
机构并存、 功能互补的金融组织体系，

坚定不移加强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集
聚园区建设项目、 重大城市功能区项
目、重大产业项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
重点项目的金融支持。在我市经济发展
的征程中，金融已当仁不让地成为撬动
信阳经济蓬勃发展的“杠杆”。

随着信阳后发优势日渐清晰，我市
金融业在“十二五”期间交出了一份不
错的“成绩单”：信贷投放突破千亿元，

直接融资规模翻番，金融生态环境日益
优化，机构齐全、服务完善、环境良好、

保障有力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基本
建立。以

2015

年为例，信阳主要金融指
标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排名位居全省
前列： 存款余额居全省第

4

， 同比增长
13.4%

，增速居全省第
4

；贷款余额居全
省第

6

，同比增长
16.5%

，增速居全省第
5

；小微企业贷款增长
10.2%

，涉农贷款
增长

16.9%

。

“十二五”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面
对经济的下行压力，我市金融业主动适
应新常态，通过银企“联姻”， 破解融资
难瓶颈；通过普惠金融，打通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通过招行引资，做大金
融市场“蛋糕”。 一系列的换挡升级，全
力服务信阳经济发展。

银企“联姻” 破解融资难“瓶颈”

调结构、优配置、提质量、可持续的
发展要求，使得金融深化改革成为能否
化解现实矛盾和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
关键。

为破解融资难“瓶颈”，我市积极组
织银行机构和企业对接， 仅以

2015

年

为例，全市共召开银企对接会
29

次，累
计组织现场签约企业

339

个，累计签约
贷款金额

112

亿元；各家银行也开展了
近百次各种形式的银企对接活动。签约
企业中， 既包括安钢集团信阳钢铁、信
房集团、华英农业、羚锐制药这样的“大
块头”，也不乏奕嘉纺织、甾体生物、鑫
展鸿电子等单笔授信不足

100

万元的
“小个子”。

2015

年
5

月中旬，我市县区政府整
体行动，监管部门主动配合，金融机构
积极响应，全市上下协力开展金融服务
百日攻坚行动。 通过强有力推动，全市
新增贷款从

4

月份净增
0.3

亿元的低
谷，实现企稳回升，

5

月净增
9.8

亿元，

6

月净增
23.6

亿元，

7

月净增
14.5

亿元，

8

月净增
21.5

亿元。 百日攻坚行动期间，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共为重点项目贷
款

4.3

亿元， 规模以上企业贷款
41

亿
元，房地产业贷款

18.6

亿元。

坚持问题导向，按照“一企一策”原
则，制订具体融资方案，灵活多样地帮
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采取担保融资贷
款方式， 超越服饰公司获得贷款

1000

万元；针对厦门豪客公司初创期尚未生
产经营的问题，民生银行通过企业互保
贷款途径，与该企业达成

300

万元贷款
意向；羊山新区通过市土储中心与兴业
银行郑州分行达成

2

亿元土地收储贷
款合作。

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百日
攻坚行动结束后，我市迅速开展了“争
先进、比贡献”金融服务专项行动。各银
行业金融机构调整信贷节奏、加大投放
力度，市农发行拓展信贷范围，支持产
业化龙头企业、农村物流体系、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市邮储银行重
点向廉租房、公租房和棚户区改造等保
障性住房建设项目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实现贷款投放
3.2

亿元； 市建行持续加
大重点项目信贷投放力度，全方位满足
大企业、大项目融资需求和资产配置需
求； 市农行落实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

搞好两个对接， 突出两个重点领域，提
升服务水平。 与

8

月末相比，全市新增
贷款

50.9

亿元， 新增存贷比提高
14.9

个百分点，保持了信贷投放稳定性和延
续性。

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企业利用资本
市场融资意愿大幅加强。 华英农业和羚
锐制药两家上市公司启动第二次再融
资项目，其中华英农业定向增发

8.57

亿
元，羚锐制药定向增发

5

亿元，均已通
过证监会发审会审核。 针对我市多层次
资本市场具体发展情况，进一步充实了上
市、挂牌后备企业库。目前，全市省定重点
后备上市企业

16

家，今年新增
9

家；新三
板后备企业

31

家，今年新增
13

家；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后备企业新增

40

家。

普惠金融打通“最后一公里”

普惠金融惠民利民。

2015

年，我市
组织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各银
行参与网点达

764

个，人员
7789

名，共
发放宣传折页

35

万张，张贴海报
1.3

万
张，发送活动短信

45.4

条，接受群众咨
询

75.9

万人次，组织形式多样的送金融
知识进校园、进广场、进工厂、进社区、

进乡村等活动合计
624

场次。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农村金融
发展是重中之重。 近年来，全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致力打造
遍布城乡的金融服务网点，着力全市实
现农村地区助农取款服务全覆盖，让农
村居民共享金融发展成果。 “十二五”期
间， 全市实现人均持卡率、 乡镇

ATM

、

POS

机具和村级助农取款服务点“四个
100%

”全覆盖，全市共开通手机支付账
户

87.9

万户。

2015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大别山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我市纳入规划
范围，金融扶贫工作率先启动。

2015

年
7

月，市政府与人行郑州中心支行、省国开
行签署金融支持扶贫开发三方合作协
议；紧接着，市政府与农发行河南省分行
签署扶贫开发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
省农发行将在易地扶贫搬迁、 新型城镇
化建设、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特色产业发展和农产品物流设施建设等
方面提供

200

亿元中长期信贷支持。

积极探索“产业发展引领，新型主
体带动，小额信贷助推”的金融扶贫模
式。全市累计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

12

笔
5100

万元，发放农村房
屋财产权抵押贷款

79

笔
2129

万元。推
动各县区建立林权交易服务中心，发放

林权抵押贷款
11

亿元。

招行引资做大金融市场“蛋糕”

“十二五”期间，我市成功引进交通
银行、民生银行、郑州银行、洛阳银行、

信阳珠江村镇银行、安邦人寿、太平洋
财险等多家金融机构入驻信阳；先后与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中原银行、国开行
河南省分行、人行郑州中心支行、交通
银行河南省分行、郑州银行、广州农商
行等省级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为促进我市重大项目建设、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持。

金融机构看重信阳当前发展的活
力，更加看重的是未来发展的潜力。

目前，我市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
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大型股份制银行并存，新型农
村金融机构为重要补充， 功能齐全、形
式多样、分工协作、互为补充的多层次
金融体系。

金融机构数量增长、金融服务业增
加值升高的背后，带来的是金融市场格
局、 经营模式乃至服务理念的显著变
化。 回顾信阳金融业

5

年发展史，我们
发现： 这

5

年是信阳金融理念深刻变
革、 金融业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

5

年，

更是服务经济能力不断提升的
5

年。

一批改革举措密集出台，一批改革
成果初步显现。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
资金、还贷周转金设立，缓解了企业资
金链压力； 淮滨县成为全省

22

个中原
经济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之一，农村金
融改革开辟新路径；市深化农信社体制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推动农信
社改制农商行工作；华英农业与鼎力盛
合投资管理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了规模
达

10

亿元的华英农业产业并购基金，

这是我市首支并购基金；信阳珠江村镇
银行连续两年荣获“河南省银行业机构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特色产品”奖，金融
创新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承载光荣与梦想， 肩负责任与使
命，全市金融系统荣辱与共、同舟同济，

将在加快“四化”同步发展、确保实现
“十三五”良好开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过程中，努力成为促进信阳崛起的新
兴力量，为“四个河南”建设加力前行。

●

关键词：换挡升级
经济增长趋势放缓是新常态，面对当前经济增长

动力与下行压力交织、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
,

我市
金融服务全面换挡升级，把增长、转型与改革定为主
基调，为促进信阳经济平稳运行和结构调整提供了有
力支撑。

●

关键词：银企联姻
为破解融资难“瓶颈”而举办的银行和企业对

接会。

2015

年，全市共召开银企对接会
29

次，组织
现场签约企业

339

个， 累计签约贷款金额
112

亿
元；各家银行也开展了近百次各种形式的银企联姻
活动。

●

关键词：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是规模微小化、 服务内容

广泛化。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浪潮中，发展普惠金融的意义更加凸显。

�

得益于金融服务的换挡升级，我市各类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图为一服装企业员工正
在操作。 向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