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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消费是扩大消费的一大引

擎。刚过去的暑期，国内消费市场

保持恢复态势，旅游等服务消费回

暖，对消费扩大支撑作用明显。

扩 大 服 务 消 费 ，促 进 餐 饮 、文

旅 、文 娱 体 育 会 展 消 费 等 持 续 提

振，既能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又能不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起，本版推

出“关注服务消费”系列报道，探寻

各地创新模式、优化服务、丰富形

态的积极做法，以促进消费潜能进

一步释放。

——编 者

“多亏了徽商银行的贷款支持，企业新建

项目的首条生产线即将投产。”安徽合肥屹丰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华彪介绍，企业

从徽商银行获得 3.8 亿元授信金额，资金压力

得到缓解。

近年来，徽商银行不断创新金融支持模

式，提升服务质效，有力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徽商银行各项贷款新

增超 900 亿元，资产总额突破 1.7 万亿元。

科技型企业往往具有轻资产特点，缺乏

质押标的，容易面临融资难题。针对这类企

业的特点，徽商银行通过“技术流”创新能力

评价体系，推出线上贷款产品“科技 e 贷”。

“去年公司业务发展较快，订单越来越

多，急需大量流动资金。”合肥丰蓝电器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闫燕回忆，由于公司处在创业

初期，资产规模小，缺少抵押物，在银行融资

上屡屡碰壁。

一筹莫展之际，徽商银行工作人员主动

上门。在综合了解分析之后，银行工作人员

认为丰蓝电器拥有不少自主知识产权，未来

发展前景较好，于是通过“科技 e 贷”为企业申

请到 500 万元信用贷款。

徽商银行行长孔庆龙介绍，“技术流”评

价体系通过人才、技术、成果、转化、政策等

维度，设置数十项评价指标，对科创企业知

识产权数量和质量、专利转化、科研团队实

力等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与传统的“资金流”

评价方式互为补充。截至目前，徽商银行已

为 2633 户科创小微企业提供“技术流”信用

贷款 70 多亿元。

安 徽 亿 晶 包 装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是 一 家 从

事 玻 璃 制 品 生 产 和 销 售 的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2022 年 ，企 业 生 产 所 需 原 材 料 价 格 大 幅 上

涨，急需资金周转。得知企业需求后，徽商

银行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积极对接当地产业

园区，通过“园区贷”，为企业发放了 500 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

作为安徽省服务小微企业的地方银行，

徽商银行主动与省内优质园区、担保公司建

立融资担保合作关系，创新推出“园区贷”。

截至目前，徽商银行已与 127 家园区建立合作

关系，贷款余额达 53 亿元，服务企业 1309 户，

有效缓解了园区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我凭借个人信用申请到了贷款，解了燃

眉之急。”提起不久前的一次贷款经历，铜陵

市义安区养鱼户洪爱国打开了话匣子。

每当投放鱼苗和订购饲料的时候，洪爱

国免不了为资金缺口担忧。“想到徽商银行多

次来村里宣传党建引领信用村政策，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我联系了银行客户经理。”洪爱

国说，没想到隔天就通过了贷款审批，资金随

即到账。

近年来，徽商银行积极参与安徽省党建

引领信用村建设，加大政策倾斜和资源配置

力度，已实现 32 个选点乡镇信用村建设全覆

盖，在选点地区为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放贷款余额达 11 亿元。

此外，为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徽商银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推出党建引领信易贷、党建引领农易贷等专

属产品，创新多款区域特色涉农信贷产品，为

乡村产业发展提供金融助力。据统计，截至 6
月底，徽商银行乡村振兴贷款余额超 560 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近 40%。

徽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严琛表示，将

聚焦安徽省“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围绕

“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

发展，积极做好金融服务，为接续推进乡村振

兴贡献更大力量。

今年以来，徽商银行各项贷款新增超900亿元

为产业发展提供金融助力
本报记者 李俊杰

重庆高新区——

延长消费时段
拓展消费场景

深夜 11 点，位于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的

熙街劲烤烧烤店热闹非凡。烤串、烤鱼、啤

酒、卤味……餐厅内外的十几张桌子旁坐满

了人，顾客们吃得不亦乐乎。

一口气吃完一条烤鱼和几串烤肉，附近

居民陈琪倍感满足。她从“重庆熙街”小程序

里领取了劲烤烧烤店的五九折折扣券，这单

只用花费 58 元。“吹点晚风、吃点烧烤，多自

在。”陈琪说。

作为重庆知名的美食街区之一，熙街“深

夜食堂”密集，年均客流量超 2000 万人次。

在持续攀升的客流量推动下，熙街各大饭店

营业时间不断延长。重庆熙街营运中心总监

顾青云说：“我们在小程序上推出各种促销礼

包，按不同时间段提供折扣。”

“今年以来，重庆高新区多措并举推动数

字消费，提振餐饮企业信心，对取得重庆地标

菜和利用小程序、直播、短视频等平台进行数

字化转型的餐饮企业，最高给予 100 万元专

项支持。”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党组书记林

莉介绍。

“我们一方面延长消费时段，另一方面拓

展各类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顾青云说，

“我们抓住年轻人的消费热点，打造了各种特

色活动，包括文化旅游季、艺术生活节、音乐

节、购物节等，一个接一个亮相。”

“提起熙街，首先想到的就是丰富多彩的

夜间活动。”重庆大学学生王浩正与好友在熙

街夜市游览，“我在这里参加过音乐节、美食

节、购物节等活动，最近几乎一到周末就和同

学相约来逛‘奇遇集市’。”

据悉，截至目前，重庆高新区已在熙街举

办“2023 慧享科学城·惠购消费节”、毕业季

音乐节、街舞大赛等消费促进活动 12 场。林

莉说：“我们正以熙街等地标性夜间经济集聚

区为着力点，激发消费市场释放更大活力。”

湖南长沙——

促进业态融合
增加人文内涵

夜幕降临，长沙市民胡先生带着家人，来

到人潮涌动的天心区坡子街。逛到街边的长

沙中心印象城商场，他们被一支身着汉服、化

着古妆的表演队伍吸引。

跟随表演队伍，胡先生和家人乘坐扶梯

来到负一层。“月下祠、长乐坊、城南书院等宋

代风格的建筑，十分逼真。有意思的是，店员

们也都穿着古装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好像穿

越到宋代，感受古代夜生活的繁华热闹！”胡

先生说。

除 了 宋 韵 浓 厚 的 建 筑 ，古 风 悠 悠 的 表

演 也 吸 引 了 胡 先 生 一 家 人 。 看 完 表 演 后 ，

意 犹 未 尽 的 胡 先 生 和 家 人 又 来 到“ 潭 州 市

集”，长沙米粉、牛肉饼、炸香肠、捆鸡、小钵

子 甜 酒 …… 众 多 本 地 美 食 琳 琅 满 目 ，一 家

人逛得惬意、吃得满足。

据运营方中心印象城工作人员介绍，为

打造“潭州市集”，他们还原了宋代的长沙市

集场景，并将 30 多家长沙地道美食引入购

物中心。“我们还对非遗文化体验等多种内

容进行创新组合，努力将‘潭州市集’打造成

新的美食打卡地，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来

体验。”

“潭州市集”自 8 月开业以来，餐饮门店

营 业 额 节 节 攀 升 。 据 运 营 方 介 绍 ，截 止 到

9 月 10 日，市集内的餐饮日均销售额较试营

业期间已经增长 32%。

除了让消费者品味美食，一些商场街区

还打造新颖的情景体验。8 月 26 日晚，在长

沙县中茂城南楚特色文化街区，夜色下的“南

楚古都”人流如织，舞台剧《西游记》、变脸表

演等精彩非凡。

近年来，长沙市推动美食、文化、娱乐等

业态融合，积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餐饮

消费持续复苏。一些商场、街区主动作为，增

加人文内涵，让市民、游客在畅游长沙、品尝

美食的同时，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福建三明——

加大扶持力度
引导规范发展

新鲜出炉的柳叶蒸饺，晶莹剔透的扁肉，

裹满酱汁的拌面……前不久，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办的 2023 年上海市对口地区特色商品

展销会上，三明展台吸引了不少客商和市民。

展台体验区，只见工作人员熟练地拆开

一包拌面，加入配好的酱料包。5 分钟后，一

份地道的沙县拌面就端到了前来参观的市民

张阿姨手里。“好吃，和我在沙县小吃店里吃

的味道一样。”张阿姨品尝完，随即通过商家

的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两包蒸饺、6 包拌面。

“小吃菜品很受欢迎，短短两天就卖断了

货，这些是刚刚补的货。”沙县双荣食品工作

人员介绍。

张阿姨是个深度小吃爱好者，却一度对

沙县小吃失去好感。“10 家店 10 个味道，品控

实在有待提高。”如今，张阿姨对沙县小吃重

拾喜爱，秘诀就在于三明探索的“中央厨房+
冷链物流”模式。

近年来，针对沙县小吃产业发展规范化

程度低等短板，三明市加大扶持力度，出台多

项产业政策，引导小吃产业从门店向上游延

伸。通过培育种植基地，建设小吃产业园，鼓

励发展“中央厨房+冷链物流”模式，并支持

冷链流通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引导门店改造

提升，推动小吃产业向标准化、连锁化、产业

化、数字化方向转型。

来自沙县的小吃店主尹礼新，20 多岁起

外出开小吃店，今年 3 月迎来了自己在上海

的第二家门店。过去，尹礼新凌晨 4 点就要

起床打肉馅、包饺子。如今在沙县小吃产业

园的标准化工厂内，每天 30 多万只蒸饺经过

新鲜生产、速冻后，通过冷链运至各地的沙县

小吃店。

“短短一中午，卖出蒸饺 40 多屉、扁肉

50 多 碗 ，高 峰 时 需 要 排 队 ，一 中 午 营 业 额

2000 多 元 。 明 年 我 打 算 在 上 海 再 开 一 家

店！”尹礼新说。

“从支持源头种植基地发展，到推进标准

化生产、冷链物流配送，三明以沙县小吃产业

促进餐饮业发展，未来还将探索更多新的发

展机遇，推动全市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三

明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消费场景多样化 特色街区融合化 小吃产业标准化

餐饮消费持续复苏
本报记者 王欣悦 王云娜 王崟欣

本报北京 9 月 11 日电 （记者

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前 8 个月，我国人民

币贷款增加 17.44 万亿元，同比多增

1.76 万亿元。其中 8 月人民币贷款

增加 1.36 万亿元，同比多增 868 亿

元。截至 8 月末，我国本外币贷款

余 额 237.2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5%，人民币贷款余额 232.28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1.1%，增速与上月末

持平，比上年同期高 0.1 个百分点。

“8 月新增贷款环比大幅增加，

释放出经济回暖信号，也显示出市

场预期出现好转。”中国民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8 月相关政

策密集出台，提振市场信心，贷款增

速总体平稳、边际回暖，金融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分部门看，8 月住户贷款增加

3922 亿 元 ，其 中 ，短 期 贷 款 增 加

2320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1602 亿

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9488 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 401 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 6444 亿元，票据融

资增加 3472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

构贷款减少 358 亿元。

与此同时，投向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信贷占比在不断提高。记

者从多家大型银行了解到，7、8 月

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民营企业贷款同比增速

均高于一般贷款增速，银行信贷结

构持续优化。据测算，前 8 个月企

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93%，同

比下降 0.33 个百分点，继续处于历

史低位。

据初步统计，今年前 8 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

计为 25.2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8420 亿元。8 月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为 3.12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6316 亿元。截至 8 月

末 ，我 国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存 量 为 368.6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230.24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0.9%。

“8 月金融数据企稳回升，与政策层面加快调整、有力

支持密不可分。”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8 月以来，多

部门协同发力，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拳，明显加大了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政策出台速度快，直达精准，协同发力，有效

降低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提升了经营主体扩大消费、投资

的意愿和能力。

在货币供应量方面，8 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

286.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

同期低 0.1个和 1.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67.96万亿

元，同比增长 2.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1 个

和 3.9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10.65 万亿元，同比

增长 9.5%。当月净投放现金 386 亿元。

“M2 余额增速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董希淼表示，当

前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的发展态势，随着金融政策“组合拳”在转方式、调结构、

增动能领域持续发力，未来积极效果还会进一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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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指引》发布
推进经营者集中常态化监管水平提升

本报北京 9月 11日电 （记者林丽鹂）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 11 日正式发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指引》（以下

简称《指引》）。这是 2008 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反

垄断执法机构出台的首部经营者集中监管领域合规指导性

文件，对提升经营者集中常态化监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指引》聚焦经营者集中监管特点以及企业合规需求，

从合规风险、合规管理、合规保障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有益参

考。企业可以根据经营规模、管理模式、集中频次、合规体

系等自身情况，建立健全内部合规管理制度，增强合规管理

能力。

作为推进常态化监管的重要举措，《指引》体现以下特

点：一是突出以服务为宗旨，《指引》提出市场监管部门要定

期了解企业合规情况并给予必要支持，同时积极开展宣传

和培训。二是突出以实效为基础，《指引》重在实现合规效

果，不强制要求企业单独建立经营者集中合规制度，避免增

加额外合规成本。三是突出以企业为中心，《指引》充分考

虑不同类型企业管理模式的差异性以及从事投资并购的频

繁程度，在合规建设方面给予企业足够灵活度。四是突出

以问题为导向，《指引》首次引入案例说明，帮助企业更好理

解投资并购各环节可能面临的合规风险。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将坚持规

范监管和促进发展并重，加强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

管，推进经营者集中常态化监管事前合规效能。”下一步，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会同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商协会、律

师事务所等多方力量积极开展合规宣传和培训，适时遴选

推广合规典型案例，在全社会营造竞争合规的良好氛围。

近日，山东省滨州市沿海滩涂风电场，巨大的风机与成片的光伏板、盐池相互映衬，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近年来，滨州供电企业推动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和滩涂生态养殖协同互补发展，实现滩涂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清洁动能。 刘 辉摄（人民视觉）

2023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举行
2万余项岗位需求发布

本报上海 9 月 11 日电 （记者黄晓慧）2023 浦江创新

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开幕式上，2
万余项全国科技创新人才岗位需求发布，为更多的高精

尖人才提供新机遇。大会现场设置“人才智汇馆”，邀请

部分发布人才岗位需求的企业于展期进行交流对接和人

才招募。

本届大会以“万‘象’需求·全球揭榜，技转生态加速度，

创新发展新格局”为主题，来自各地的企业代表共同启动全

球技术转移大会品牌馆，并进行大企业需求发布。大会还

设置了线上品牌馆，15 个省份 45 个市的 545 家企业入驻，

已上线国家馆 31 个、地区馆 32 个。

本届大会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导，科技部成

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科技部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司、中共

上海市委组织部等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