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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雪，东风转东南风2～3级，-2～5℃ / 6日，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2～3级，-3～6℃ / 7日，晴间多云，南风转西南风2～3级，-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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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授信367亿元
金融赋能先手“放大招”

这是发生在“山东屋脊”
的首个高规格金融盛宴。

2021年12月29日下午，
金融赋能助力沂源高质量发
展签约授信仪式举行，与会人
员近百人。

淄博市财政局、淄博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淄博市税务
局、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
支行、淄博市银保监分局，以
及大型商业银行市级分行、地
方商业银行、城镇银行、其他
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齐聚沂
源，参加这场高规格的金融
盛宴。

对于一座远离主城的山
城而言，在每年一度的金融机
构年终决算之际，举办一场专
属于金融领域的盛会，难度并
不算小。然而，这场以进一步
拓展政银企信息沟通渠道、助
力沂源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集中授信仪式，从决定召开到
签约完成，仅仅用了两天
时间。

在这场签约授信仪式上，
102个市县重大项目被首次公
布，计划总投资额达564.9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189.3亿元，
而仅此次仪式签约授信额度
便达367亿元，这对于规模以
上企业80余家的沂源县而言，
额度并不算小。

回顾2021年披露的数据
不难发现，2021年全年各金融
机构对沂源全县重点项目授
信280亿元；截至11月底，全县
各项贷款余额达284.06亿元，
比年初增加47.77亿元。

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沂源
县对金融赋能的重视。事实
上，这也是沂源县委书记边江

风上任后的第一场大范围的
高规格活动。

“近年来，我们按照市委、
市政府打造区域性科创产业
金融高地的部署要求，持续深
化‘金融赋能’，成立了鲁中高
科公司、国投集团、农发集团
等国有平台公司，设立了总规
模80亿元的6只产业基金，撬
动各类资本投向医药、新材
料、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打
开了沂源高质量发展的新空
间。”

边江风认为，当今的沂
源，正处在由潜力股转为绩优
股的蝶变时期，恰逢国家着力
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及乡村振
兴，拥有文脉及区位优势的沂
源，突破提升的势头可喜，走
在前列的前景可期。而将履
新沂源的第一目光放在金融
赋能上，用她的话说：“恰逢其
势，正当其时。”

消除信息不对称
优化金融新秩序

作为革命老区，数十年的
发展中，沂源并未忽略金融在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直以来，沂源县坚持把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大
力推进资本运作，先后有6家
企业分别在主板、新加坡、中
小板、创业板上市融资，36家
企业在“新三板”和齐鲁股权
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打造出资
本市场上的“沂源现象”。

然而，将金融赋能摆在战
略发展的突出位置，并能吸引
淄博金融领域的大咖齐聚沂
源，此前未有先例。

新上任县委书记为何将
第一目光放在金融赋能之上？
以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为投

资准则的淄博头部金融大咖
为何在此时纷纷来到沂源？
签约授信仪式给出了答案。

除市级金融机构、通信公
司与沂源县政府签约授信外，
工商银行沂源支行与瑞阳制
药签订授信协议，农行沂源支
行与农发集团签订授信协议，
建行淄博沂源支行与国投集
团签订授信协议，邮储银行沂
源县支行与沃源公司签订授
信协议，齐商银行沂源支行与
鑫泉医药签订授信协议，农发
行沂源县支行与鲁中高科签
订授信协议……

梳理中不难发现，此次银
企签约进行了细分市场的精
准定位。

“此次授信仪式能够在短
时间内吸引众多金融机构来
到沂源，并完成367亿元的授
信额度，除了受2022年布局的
优质项目数量增加的影响外，
沂源县对各领域金融机构及
其产品的有的放矢也是关键
因素。”

在沂源县县长张涛看来，
实现信息对称是维持金融市
场有序健康发展的关键。

如张涛所说，很多时候，
银行不知道哪家企业需要钱，
企业贷款不知道找哪家银行，
就造成了银行间同质化竞争
的加剧。而沂源县则通过发
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
作用，打破银企双方信息不对
称的局面，实现了政银企的多
方共赢。

也正如农业发展银行淄
博市分行行长段宗臣在签约
授信仪式上所说，此次集中授
信签约是深化政银企合作的
重大举措，也是互惠互利、共
赢发展的崭新起点，农业发展
银行淄博市分行将进一步发

挥好政策性金融“当先导、补
短板、逆周期”的职能作用，全
力在服务粮食安全、推动乡村
振兴等方面贡献更多的金融
力量。

据段宗臣介绍，此次初步
确定并签约了4个项目，授信
总额约23亿元。

乡村振兴成“支点”
产业发展“框架”现

如果说经济的本质是实
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那么金融
的本质就是以资本之力加速
并放大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

在公布的102个重大项
目中，工业项目40个，年度计
划投资67.43亿元，重点针对
新医药、新材料等新经济产
业；服务业项目21个，年度计
划投资31.35亿元，主要集中
在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
24个，年度计划投资67.55亿
元，全部用于补齐短板；乡村
振兴和社会民生项目17个，年
度计划投资22.99亿元，以社
区改造、学校建设、现代农业
为主导。

众所周知，受自然天气及
产业小而散的特性影响，资本
并不青睐三农板块，然而剖析
数字不难发现，2022年度，沂
源县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扶持力
度明显加大。

“这与沂源县果业振兴及
农发集团成立有着密切联
系。”

据张涛介绍，在国家乡村
振兴大战略的推动下，拥有数
十万亩果园的沂源县，就是一
片乡村振兴的“蓝海”。

因势利导，方能实现高质
量发展。为解决资本对个体

农户的偏见，沂源县积极构建
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合作社、
家庭农场、下乡工商资本为经
营单元的融资发展模式，打破
果业种植各自为营的局面，以
政府背书及规模化优势获取
更大融资，以改良品种和数字
农业形成产量突破，打造乡村
振兴的“沂源模式”。截至
2021年底，该模式累计推广面
积达22万亩，剩余面积也将于
2023年上半年全部完成。金
融赋能助力之下，沂源果业真
正插上了飞出大山的翅膀。

然而，资本的放大作用并
不局限于单一行业。以金融
之力实现果业发展，如同埋下
支点的杠杆，正在撬动沂源产
业的发展。

事实上，新型果树种植模
式的成功推广，也进一步催动
农业机械化，如今，沂源县正
积极对接采摘机器人项目，新
型农机产业落户沂源并形成
新的工业增长点并不是梦。

与此同时，沂源县也在不
断践行革命老区敢为人先的
精神，积极打造高端水果种植
基地，着力让地域特色形成城
市品牌、民族商标。

农业托底之下，沂源县也
在积极布局“工业强县、农业
富民、城市更新”三大战略，企
业发展的人才也开始源源不
断地涌入沂源，而针对企业

“量身定制”的企业定增等形
式的金融产品也开始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反哺浸润着沂源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品质升级之下，沂源高质
量发展的棋盘上，一颗颗棋子
正不断落下。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李振兴 通讯员
张琦

淄博金融大咖缘何年底齐聚沂源
规划建设102个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564.9亿元，召集全市主要金融机构集中授信367亿元……
对于任何一个有梦想、有远见的城市来讲，金融无疑都是解码破题的“金钥匙”。然而，在梳理完产业结构布局后，将履新沂源县

的第一经济目标放在金融赋能之上，新任县委书记的底气来源于哪里？大手笔之下，沂源产业经济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大众
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2021年12月29日，金融赋能助力沂源高质量发展签约
授信仪式举行。

瑞阳高科技化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