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经济

2023年8月18日 星期五

0404
责任编辑：陈姿雯 吴新春 美编：熊剑刚经济

我市全面启用电子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本报讯（记者 谭涛）按照财政部和省财政厅统一部

署，我市自5月15日起正式启动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系统部署工作，近日，经过相关各方的系统开发和联调测
试，全市426家执收单位全部实现上线应用，全面启用电子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作为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管
理通用凭证，具有缴款凭证和收款收据功能，由执收单位
收缴非税收入时依规开具。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以
下简称电子缴款书）是指运用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开
具、存储、传输和接收的数字电文形式的凭证，是以电子数
据形式表现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与纸质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财政部门、执收单位和缴款人
依规归档保存。电子缴款书的启用，旨在以数字化信息代
替纸质缴款凭证，非税收入的执收单位通过线上发送缴款
识别码至缴款人。缴款成功后，系统自动加载财政票据监
制章，生成完整的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发送至缴款
人，可满足执收单位、缴款人、代收机构实时在线查询、下
载、打印相关信息的需求，真正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
路”，极大便利市场主体缴费办事，有力提高非税收入征缴
效率。

下一步，我市将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拓展电子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的应用广度，做好社会宣传和政策解释，不
断提升用户应用体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湘电成功中标中海油
电机维保服务项目

加速推进钻井平台电机的国产化进程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戴博）日前，从湘电运
维市场传来消息，湘电股份电机事业部成功中标中海油田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南方片区电机维修保养服务项目。

该项目是湘电首次进入中海油电机运维市场，也是中
标金额最大的电机维修保养服务项目。该项目的成功中
标，加速了钻井平台电机的国产化进程，也标志着该公司
在打造电机运维市场“湘电”品牌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据工作人员介绍,湘电股份此次的成功中标，得益于其
技术底蕴深厚，有着丰富的维修电机实力及经验，拥有涵
盖铁芯线圈制造、零部件加工、整机绝化处理、总装检试验
等电机维修保养和增容节能改造全流程的服务能力，并形
成了先进的全品类电机产品修理工艺体系。资料显示，该
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型号国产及进口电机、发电机、特
种电机、非标电机的维修改造服务，并与众多国内大型企
业建立了良好战略合作关系。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是亚洲近海市场较具规
模的综合型油田服务供应商，服务贯穿海上石油及天然气
勘探、开发及生产的各个阶段。其南方片区电机维修保养
服务包括3个事业部的深圳分公司、湛江分公司、上海分公
司、海南分公司等区域的平台。

华菱线缆中标
南方电网公司1.5亿元订单

本报讯（记者 陈颖 通讯员 黄莺）近日，从湖南华菱
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传出好消息，经过激烈比拼，该公司从
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成功中标南方电网2023年配网材料
第一批框架招标项目中 10kV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
缆（防蚁阻燃型）电缆品类，中标金额合计约为1.5亿元，为
企业开拓电力板块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

高压电力电缆是城市电网供电的主动脉。此次华菱
线缆承制的 10kV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防蚁阻
燃型）电缆品类主要应用于城镇和工业区域的电力供
应。产品预计将于 2024年上半年完成交付，并争取投入
项目使用。

“此次成功中标，离不开公司成熟的线缆产品生产工
艺和健全质量管理及控制体系的支撑。在收到招标通知
后，公司相关部门快速进行投标准备，从商务、技术、检验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高标准完成了投标文件的编制，
确保公司顺利中标。”华菱线缆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将
按照相关要求积极组织生产、完成交付工作，为南方电网
及其附属电力公司提供优质高效的电线电缆产品及工程
服务。

江麓集团获评
省环保诚信单位

本报讯（记者 王超 通讯员 肖菊芳）近日，2022年度
省级企事业单位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公布，江麓集团获评湖
南省2022年度环保信用评价诚信单位。

获评环保诚信单位，生态环境部门将积极安排环保专
项资金或其他补助资金，在同等条件下列为优先选择对
象，支持开展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循环经济试点项目，支持
安排生态和环境科技项目立项等。

近年来，江麓集团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全面构建生态环境
保护风险管控与预防控制体系，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标准
保护。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全
力推进节能降碳行
动，进一步提升清
洁生产和污染防治
水平。

最近一段时间，湘潭城发建工集团
的道路施工技术员严愈煜时不时会在微
信朋友圈发一组展示道路铺设后的效果
照片。在几个专业术语的后面，他还不
忘点评一句：相当好！

“严师傅”的“相当好”不是无的放
矢。在刚刚结束的G320湘潭段路况提升
工程中，项目采用了水泥路面就地“冷再
生”工艺并引进了2厘米厚薄层玄武岩高
粘沥青造面技术。与传统施工相比，新
工艺和新技术大大缩短了工期，降低了
劳动强度，让以往需要长时间在酷暑难
耐的露天高温环境下暴晒的“严师傅”和
他的“伙伴们”感受到了一份轻松和清
凉。

以往，道路维修铺设是一个让人十
分“纠结”的过程，因为施工需要考虑地
面的干湿程度和温度。“地面需要干燥，
不能有积水或者水汽，否则会影响沥青
的附着力和密实度。”项目经理陈立新告
诉我们，“地面温度也不能太低，否则沥
青无法流动和附着。”也正因为此，一个
颇令人纠结的问题出现了：道路铺设施
工的最佳时间段几乎都集中在夏秋酷暑
期间。在G320湘潭段路况提升工程项目
建设中，日最高气温都在 37℃上下，地表
温度更高，最高时达 60℃。现场施工人
员则要站在 170℃高温的沥青边作业。
陈立新说，施工人员只能头顶烈日，身披
热浪，在晒得眼睛都几乎睁不开的光线
下汗流浃背，配合着缓缓移动的施工车
辆仔细控制沥青的摊铺厚度、压实度和
平整度……

2022年，城发建工从长沙引进了水

泥路面就地“冷再生”工艺。今年3月，该
工艺就在砂易线（砂子岭—易俗河）某路
段首次运用。当时，施工人员新奇地发
现，工地上新出现了几台正在同步工作
的移动破碎设备、平地机和再生机等大
型设备。通过这些专业设备就地将旧水
泥混凝土路面板破碎成一定级配的再生
集料，通过添加一定的新集料后使再生
集料的级配满足公路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的级配要求，然后添加水泥、再生活性剂
和水后，通过再生机就地拌和成水泥稳
定碎石混合料，整平、碾压、养生，最终形
成再生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工人们需要

做的事“省略”到几乎只要清扫路面边沿
线。“效率高速度快，至少可以减少一半
的工期。”陈立新说，“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这一点，“严师傅”的感受是最深
的。原来需要上十人配合作业，现在只
要两三人即可；原来需要干一个月的活，
现在可能半个月就完成了；原来干不多
久就要大呼“受不了”的，现在觉得“挺一
下也就过去了”……

“好处”还不止于此。采用这项新工
艺，不但可将原路面材料百分之百就地
回收利用，解决了道路旧料浪费的问题，

还为道路新型环保清洁化养护、道路材
料可持续发展、缓解环保压力提供了新
的技术选择和设备支持，可广泛运用于
国、省道养护和大修。现场检测结果证
实，新工艺铺设的路面无论在强度还是
成型效果上都明显超过传统工艺路面。
今年 7月，G320湘潭段路况提升工程就
再次用上了它。项目中还采用了一项新
引进的 2厘米厚薄层玄武岩高粘沥青造
面技术，进一步大幅缩减了工期，降低了
工人劳动强度，节约了工程成本，提高了
路面性能。这才有了“严师傅”微信朋友
圈里的“好评”和点赞。

为撬动更多资金去支持和流向小微、
“三农”等普惠领域，近日，市财政局、市人
民政府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湘潭中心支
行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
系建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办法》（以
下简称《实施办法》），其中风险分担机制、
降费让利、保费补贴机制等系列“硬干货”
对于畅通融资担保链条，放大财政资金杠
杆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撬动
引导金融活水流向“小农新”

2020年 2月，湘潭中小微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为湘潭迅东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首次
担保 300 万元，随后又累计为其提供了
1500万元的担保，解决了企业流动资金需
求。贷款发放后，企业订单量显著增加，在
三年疫情最困难时期企业销售收入仍由不
到20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左右，并且在
2023年有望突破8000万元。

融资担保在助力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升
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不断提高中小微企
业贷款可得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与大中型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由于发展
规模相对较小，往往难以向银行提供充足
的抵押担保，导致融资困难重重。与此同
时，受疫情等大环境影响，许多小微企业处
于爬坡过坎的阶段，融资矛盾进一步凸显。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切实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实体经济发展，助力全市产业强市“千百十”
工程实施，我市及时出台了《实施办法》，着力
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担”起帮助小
微企业、“三农”主体融资的重任。

《实施办法》明确，我市政府性融资担
保机构要回归支小支农支新主业，剥离和

压缩其他融资担保业务，使支小支农支新
担保金额占全部担保金额的比例不低于
80%（其中单户金额 500万元及以下的占
比不低于50%）。同时，要结合全市产业强
市“千百十”工程实施情况，积极增加普惠
金融规模，扩大政策性担保范围，开发各种
融资担保专项产品，引导金融资本更多投
入产业链建设、企业转型升级、重大产业项
目、智能化改造、“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规
工企业培育等方面。2025年，全市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在保余额力争达到50亿元。

风险共担
促进融资担保业务稳健可持续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工作既要履行
社会责任，又要控制风险、确保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还要兼顾其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
展，这是一个难题。因此，通过建立健全风
险分担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尤为重要。

《实施办法》明确，对加入省再担保体
系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要按全省构建

“4321”新型政银担风险共担机制要求，对
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业务代偿风险，原则
上由省级以上财政和再担保机构、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银行、企业属地政府（园区
管委会）分别按 40%、30%、20%、10％的比
例进行风险分担。

同时，《实施办法》指出，我市鼓励县
（市）区、园区与银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自主合作开发批量业务，由县（市）区、园区
提供支持企业“白名单”，履行风险把控第一
道关口，银行审核，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见
贷即担。该类业务原则上按“532”构建代偿
风险分担体系，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银
行、企业属地政府（园区管委会）分别按
50%、30%、20％的比例进行代偿风险分担。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政银担”
分险机制既能有效缓解商业性金融机构的
风险管理难题，增强银行投入小微企业、

“三农”领域的内生动力，又能够很好地体
现政府的政策性目的和政策导向，有效弥
补“市场失灵”。

打通堵点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实施办法》明确，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要坚守准公共定位，发挥普惠金融服务
职能，在保本微利和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
逐步降低担保费率，实现单户担保金额
500万元及以下的支小支农支新担保业务
担保费率原则上不超过1%，单户担保金额
500万元以上的支小支农支新担保业务担
保费率原则上不超过1.5%。

同时，要规范收费行为，除贷款利息、
担保费外，不得以保证金、承诺费、咨询费、
顾问费、注册费、资料费等名义收取不合理
费用。湘潭中小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责
人表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利用与银
行合作的先发优势，积极引导银行降低利
率水平，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此外，要建立代偿补偿机制，市、县两级
财政要分别按照辖内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上年末在保余额的0.5％安排代偿补偿专项
资金，实行差额提取，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建立保费补贴机制及业务奖励机制，单户担
保金额1000万元以下、担保费率不超过1％
的新增支小支农支新融资担保业务，由企
业所在的县（市）区、园区按照不低于0.5％
的标准给予保费补贴。县（市）区、园区与
银行、担保机构合作开发的“政银担“批量
业务，根据担保费收取比例，由县（市）区、
园区与担保机构协商议定保费补贴标准。

本报讯（记者 郑
镱慧子 实习生 粟语
嫣 通 讯 员 肖 娴）

“‘零工驿站’介绍的
工作，在家里就能做，
我可以照顾老人孩
子，真的太适合我这
种想兼顾家庭和工作
的人啦！”8月 16日，
提起“零工驿站”，家
住湘潭县易俗河镇的
许女士开心地说道。

许女士平日里要
照顾家中老小，有就
业意愿但又受客观情
况限制无法全职工
作。近日，湘潭县人
社局联合易俗河镇人
民政府开展了“社区
零工驿站促就业”宣
传活动，现场为有需
求的居民提供零距离
就业服务。她正是通
过“零工驿站”的帮
助，入职了一家工作
时间灵活的手工作
坊，平常可以将材料
带回家加工制作，完
成后再将成品送回工
坊，实现了她在“家门
口”就业的梦想。

近年来,“零工经
济”不断发展，为就业
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为适应形势，多渠道
支持灵活就业，今年
以来，湘潭县人社局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
唱戏，市场运作，专员
参与”模式，在全县范
围内积极建设“零工
驿站”，为求职者提供
求职登记、岗位推介、

政策咨询、创业指导、技能培训
等一站式就业创业服务，为求职
者与用工单位搭建一个用工放
心、就业安心、群众省心的供需
对接平台，满足求职者多元化就
业需求，缓解企业用工难题。目
前，全县共建有“零工驿站”54
个，提供就业服务 1000余人次，
达成求职意向200余人次。

“‘零工驿站’更为精准有效
地对接供需双方，为企业生产和
群众增收提供了双助力。”湘潭
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以服务为导向，大力
推进“零工驿站”建设，进一步完
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为
劳动者提供更加便利、贴心、即
时的就业服务，让更多人好就
业、就好业。

“智”防高温系列报道⑤
不再纠结的“严师傅”

本报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周涓涓

G320湘潭段
路况提升工程中，
城发建工采用了
水泥路面就地“冷
再生”工艺铺设沥
青路面。（本报记
者 李新辉 实习
生 鄢鸿志 摄）

湘
潭
县
﹃
零
工
驿
站
﹄
成
促
就
业
好
帮
手

我市首次出台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实施办法

政策“及时雨”为小微企业融资“解渴”
本报记者 谭涛

近日，在岳塘区荷塘街
道正江村整洁的智慧蔬菜
大棚里，技术人员在给生长
旺盛的辣椒树扎架整枝（见
图）。这个集蔬菜生态种
植、仓储配送、采摘体验、科
普教育、农旅休闲于一体的
农业“工厂”，目前已建成智
慧温室大棚 6万平方米，种
植了 8个品种的辣椒，通过
最新的栽培技术和合理的
调控手段，日产辣椒达 1吨
以上，被周边机关、学校、医
院等 30多家单位列入定点
采购，成了湘潭菜篮子工程
的又一道新景观。

“工厂化”辣椒受宠 本报记者 李新辉 实习生 鄢鸿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