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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小微企业融资  助力宝鸡高质量发展

公 

告

尊敬的育才地产业主：
宝鸡市育才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的育才壹号公园二期

(2#、4#、6#、8#) 项目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起交付。

具体交房事宜请致电育才·壹

号公园营销中心（0917-6221122）。

育才地产真诚恭候您，祝您喜

迁新居、万事如意！

特此公告

宝鸡市育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7 日

* 宝鸡市兴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丢失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副本，号码为：

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陕劳派许字 202103209 号。

* 吴录焕丢失商品房买卖合同两

份，号 码 分 别 为：YS000020029、

YS000015261。

* 吴回国丢失商品房买卖合同五

份，号 码 分 别 为：YS000023652、

YS000016449、YS000016446、

YS000017928、YS000017929。

* 宝鸡市税务局综合服务公司丢失公

章一枚。

*宝鸡市税务局综合服务公司丢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号码为：22131184。

宝鸡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发挥担保增信作用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李一珂

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兴，经济

兴。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一直是

小微企业发展的难题，宝鸡市中小

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市担保公司”）作为全市唯一的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近年来围绕打

造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服务最优

的一流营商环境，聚焦经营主体融

资需求和稳增长、保就业等民生实

事，积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以实绩实效为小微

企业赋能加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

贡献“融担力量”。

宝鸡高新区一家有色金属加

工制造企业遇到融资难题，市担

保公司通过企业申请、贷前调查、

业务审批、贷款发放等流程，为其

办理传统担保业务 100 万元。近

年来，随着该企业科创类资质逐

步健全，达到了批量担保业务的

要求，市担保公司协同合作金融

机构，为其办理了国担“总对总”

批量担保业务 400 万元，通过政

府性融资担保数字化平台和银行

信贷系统的线上直连，实现了“见

贷即保”，企业无须提供反担保措

施就能满足融资需求，并且手续

简便，省时省事，极大增强了企业

获贷的便捷性。

“今年我们还为我市 2 户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融资800万元，

成功推动国家支持科技创新专项

担保计划在宝成功落地实施。”

市担保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据

了解，“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

划”是由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出

台的一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引导各地

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

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类中小企

业发展支持力度。我市首批支持

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由中国银

行宝鸡分行、长安银行宝鸡分行

发放贷款，市担保公司承保，省信

用再担保公司提供再担保风险分

担，并向国家融担基金备案，切实

发挥了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增

信、分险作用。

此外，市担保公司锚定各类经

营主体的不同融资需求，积极拓宽

创新担保产品的现实路径，开发推

出了银担产业贷、三秦融担贷等多

个特色产品，并大力推广短期流动

性支持业务，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

业提供有力支持。比如，银担产业

贷是针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小

微企业推出的准信用产品。三秦融

担贷则是创业担保贷款专项担保

产品，由人社部门推荐符合创业担

保贷款条件的小微企业或创业个

人，担保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担保

费由省财政补贴），帮助个人创业

者和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实现

创业梦想。今年以来，市担保公司

累计为 1427 户小微企业、“三农”

等经营主体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担保服务 1566 笔、担保额突破百

亿元大关，达到 110.03 亿元，为企

业节约融资成本超 1 亿元，业务规

模位居全省第一。

“我们将不断提升融资担保

服务能力，切实发挥好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职能作用，深化政银

担企多方发力，多渠道精准对接

经营主体融资需求，持续推广惠

企担保产品，全面提升融资担保

服务效能，以实绩实效助力全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市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辉

表示。

长安银行宝鸡分行

创新服务模式  惠及千企万户
温瑶瑶

小微企业是经济运行的“毛细

血管”，是扩大就业、繁荣市场、改

善民生的重要支撑。

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的问题，长安银行宝鸡分

行加快推进落实协调工作机制，迅

速组建分行、县区支行两级工作专

班，并由行长挂帅，统筹调动全行资

源，形成工作合力。与此同时，该行

还主动开展首轮对接，专班领导第

一时间走访重点园区，委派专人及

时对接相关部门，按照宝鸡市小微

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明确

任务目标，积极运用各种信贷产品，

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取得实效。

今年，陕西省第六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名单公布，长安银行

宝鸡中山支行详细了解了名单内

企业的基本信息，并着重对钛及新

材料产业链进行了摸排。选定目标

客户后，长安银行宝鸡中山支行工

作人员积极主动上门对接，多次前

往宝鸡市钛程金属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详细讲解专精特新批量贷产

品的优势及金融服务，经过多次交

流制定了融资方案，有效解决了该

企业融资难问题。目前，该企业在

长安银行宝鸡中山支行获得授信

1000 万元，已用信 800 万元。

笔者了解到，今年该行及辖属

各支行以“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

为契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重

点对我市产业园区、商圈等小微企

业聚集区开展精准走访，扎实摸排

企业融资需求。“我们通过面对面

沟通的方式，了解企业资金需求和

经营状况，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

服务方案，不断增进银行与企业之

间的互信与合作。”该行有关负责

人说，活动开展以来，已投放小微

企业贷款 7.01 亿元，支持小微企

业发展的广度和力度不断扩大。

下一步，长安银行宝鸡分行将

全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进一

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目标责任，

采取有力措施补足短板，改进并创

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落实落细

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不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引导信贷资金快速直达小微企业，

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问题，进一步提升对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助力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为支

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落

地见效、促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上接第一版）
宝鸡文物资源禀赋得天独厚，

据宝鸡市文物部门统计，宝鸡市现

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点 3476 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7

处 ；现有国有可移动文物 54.3 万

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539 件

（组）。每一件文物，都闪烁着古人智

慧的光芒。

“对比甲骨文中的‘德’字，我们

可以看到，何尊铭文中的‘德’字，右

下角多了一个‘心’——周人的有

‘心’之‘德’，正是他们民本思想的体

现。”在何尊展柜旁，讲解员通过一组

铭文，向游客介绍着青铜器所蕴含的

人文精神。

作为全国最大的青铜器主题

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在打造

“青铜铸文明”基本陈列的基础上，

推出了“天下有道——周礼文化

展”“止戈为武——两周军事文化

展”“器·鉴——宝鸡周秦廉政文

化展”等一系列高质量的展览，通

过何尊、逨盘、秦公镈等一件件国

宝级文物生动讲述宝鸡故事、中国

故事。

“青铜器铭文中，‘中’字的字形

好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旌旗，是中心、

中央的意思；‘国’字则由城池、壕沟

和兵器戈组成，象征城池壕沟、执戈

守护。”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社教区，

工作人员正教小学生在扇面上临摹

青铜器铭文。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宝鸡

青铜器博物院举办了“青铜乐坊欢乐

行”“青铜工坊大揭秘”等丰富多彩的

社教活动，让人们在实践中直观感受

青铜器的器型之美、纹饰之美、铭文

之美，从而深入了解古人的文化思

想、艺术审美和精神追求，也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弘扬中不断

出新出彩。

近年来，宝鸡坚持保护第一、

传承优先理念，按照“新建一批、提

升一批、规划一批”的思路，推动

“博物馆之城”建设，全市现已建成

各类博物馆（含收藏文物文化馆）、

纪念馆 36 个，其中国家一级博物

馆 2 个、国家二级博物馆 2 个、国

家三级博物馆 5 个，初步形成了以

市级博物馆为主体，县区博物馆为

支撑，非国有、社区、行业博物馆为

补充的博物馆体系。2023 年，宝鸡

市文博单位共接待游客超 300 万

人次。

唤城市之记忆
12 月 20 日上午，宝鸡市凤翔区

城关镇通文巷内，几位外地游客边走

边拍照，来到凤翔周氏民居。

凤翔周氏民居俗称“周家大院”，

是明清时期一户周姓商人的宅院，也

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式民居，2008

年被陕西省政府列为陕西省文物保

护单位。近年来，当地文物部门对凤

翔周氏民居进行了维修改造，使这座

古老宅院焕发新生，成为凤翔区文昌

巷—通文巷—毡匠巷历史文化街区

的代表性建筑。

今年宝鸡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强文物古迹、古树名木和历史文化

街区等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像凤翔

周氏民居的焕新一样，有着深厚积淀

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在加速融入城市

的发展和市民的生活。

漫步文昌巷—通文巷—毡匠巷

历史文化街区，沿路除了青砖黛瓦

的民居，还有餐馆、旅馆、裁缝店、

洗衣店、快递驿站等。街上有慕名

参观的游客，有一边晒着太阳、一

边拉着家常的本地人，不同口音交

织在一起，弥漫着浓浓的市井味和

烟火气。

“隐于市井、融入生活，这是历

史文化街区有别于文物古迹和旅游

景区之所在。”凤翔区城关镇人大主

席张军财说，文昌巷—通文巷—毡匠

巷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是时代的档案，

而且是生活的舞台。当地人长期居住

在此，本身已是街区的一部分，他们

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都经过历史的

沉淀成为日常，以文化的形式体现出

来，成为街区真实、生动、触碰人心的

一道景致。

暖阳高照，宝鸡市金台区长乐

塬历史文化街区内，市民游客熙熙攘

攘。街区中央，一台复原的 404 号蒸

汽机车尤为醒目。80 多年前，在长

乐塬创办工厂的民族企业家，就是用

这样一台蒸汽机车发电，带动 4000

锭纺纱机运转，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

重要贡献。而今，这台复原的 404 号

蒸汽机车作为长乐塬街区地标，不仅

成为外地游客的打卡之选，也是附近

市民的休闲之选。

长乐塬管委会副主任李娜介

绍，长乐塬历史文化街区以抗战时

期由汉口迁至宝鸡的荣氏申新纱

厂旧址为主体，是因陇海线而兴的

宝鸡老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区

依托建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窑洞

车间、薄壳车间、申福新办公楼、

乐农别墅四座建筑，梳理了宝鸡抗

战工业发展脉络，打造了“工合之

光”“工创天地”“长乐家园”三个组

团，全景展现了宝鸡这座工业之城

的光荣与梦想。

“当年，宝鸡申新纱厂职工在紧

张繁忙的生产劳动之余，经常看电

影、演话剧、打篮球、学习科学文化

知识，他们把这里亲切地称为‘长

乐园’。”家住长乐塬历史文化街区

附近的“老宝鸡”金志忠指着正在

这里锻炼的人群说，“你看，现在这

里还是这么热闹，还是我们的‘长

乐园’。”

汇资源之优势
连日来，随着电影《封神第二

部 ：战火西岐》定档 2025 年大年初

一，全国各地游客纷纷来到故事的

发生地宝鸡市，探寻文王访贤、武王

伐纣、召公决讼等一个个典故背后

的历史文化。

趁着周末带孩子来宝鸡市岐山

县旅游的西安游客孙晓丽“逛吃逛

吃”了一整天，临走时赞不绝口：“在

岐山，随处可见历史文化元素，连一

碗臊子面都蕴含周礼，感觉好像穿越

到了几千年前的西周时期。”

早在去年暑期，电影《封神第

一部 ：朝歌风云》热映时，位于岐山

县的周原景区就巧借“东风”，推出

“封神夏夜·嗨玩周原”活动，邀请

游客游古庙、赏非遗、品美食，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今

年，岐山县加快推进文旅商体融合

发展，举全县之力打造周文化旅游

品牌。

近年来，宝鸡以推进文旅商体融

合发展为目标，全市文旅商体产业各

领域、多方位、全链条实现深度融合，

向着西部地区文化强市、丝绸之路旅

游名市、关天经济区消费都市和陕西

省精品赛事重要承办地的目标不断

迈进。2023 年，宝鸡累计接待游客

10736.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10.6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5.07%

和 48.63%。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宝鸡市麟

游县九成宫西海苑如梦似幻。随着

悠扬的唐乐奏响，大型实景山水演

艺《千年九成宫》拉开序幕，带领现

场观众踏上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探

索之旅。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是隋唐

两代皇家避暑离宫，因良好的生态

环境享誉全国，更因“文、书、刻三

绝”的九成宫醴泉铭碑驰名海外。

2021 年，“隋仁寿宫·唐九成宫”4

号殿遗址入选“首届陕西省六大考

古新发现”。今年，麟游县根据唐太

宗李世民驾幸九成宫的故事，推出

大型实景山水演艺《千年九成宫》，

将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与传统文化

元素相融合，为游客创造出“虚实结

合，亦幻亦真”的观赏体验，也让更

多人感受到麟游“离宫之冠，楷书之

乡”的文化魅力。

宝鸡把文物保护利用作为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工作，让越

来越多的历史古迹、文化遗产得到有

效保护和传承，在此基础上，充分利

用当地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推动文

旅商体深度融合，使其成为助力地方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今，一幅壮美的融合蓝图已

徐徐铺开，宝鸡市正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深入挖掘并转化其独具特色的历

史人文、自然生态和消费市场资源，

城市的吸引力、竞争力、影响力也随

之节节攀升。宝鸡，这座历史悠久的

古城，正整装出发，坚定迈步，走向新

的辉煌。

古风隐于市井  文旅融入生活

工作人员为客户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