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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财金
帮您实现创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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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出
台的《关于进一步支持菏泽加快
科学发展的意见》(共二十条)，菏
泽银监分局决定采取四项综合
性措施，引领辖内银行业机构支
持菏泽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
科学发展高地”。

逐步推进银行业机构多元
化。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要求，从加快本土机构改革和
引进外来机构两个层面促进菏
泽银行业机构多元化建设，逐步
形成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
社区银行功能互补、服务良好的

银行业机构组织体系。到2015
年，争取新增股份制银行分支机
构1家、农村商业银行2家、城市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5家、村镇银
行6家。今年，计划引进交通银行
设立分行，并力争新设村镇银行
3家。

引导银行业机构有效加大
信贷投放力度。引导银行业机构
调整经营策略，积极向上级行社
要资金、要规模、要政策，确保完
成全年新增贷款任务，力争银行
业每年贷款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今年，对于各行2010年已

批待放的76 . 8亿元贷款，督促尽
早实现投放，力争达到全年新增
贷款150亿元的目标。同时，积极
开辟融资渠道，为企业提供股权
收益权融资、融资租赁、发行短
期融资债券、签发信用证、保函
等融资支持，满足企业多样化的
融资需求。

督促银行业机构全力支持
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是围绕“五
大基地一大产业”战略，主动做
好资金项目对接，新增贷款优先
保障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和工业
园区的资金需求。二是对生产加

工3亿元以上、基础设施建设6亿
元的大项目组建银团贷款，力争
2012年组建社团贷款项目15个。
三是积极支持以村庄集并、土地
复垦为内容的农村土地整治项
目，加大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
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四是加大涉
农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支持农业科技项目和小微企业
自主创新，确保涉农和小微企业
贷款年度增幅高于全部贷款增
幅、年度增量高于上年水平。

监督银行业机构切实提高
服务水平。一是主动加强与政府

部门和重点企业的沟通联系，了
解全市经济发展重点，建立银、
政、企三方良好沟通机制。二是
清理、废除银行业不合理收费项
目，针对围绕贷款滋生的各类违
规收费问题，落实七个不准：“不
准以贷转存，不准以贷收费，不
准存贷挂钩，不准浮利分费，不
准一浮到顶，不准借贷搭售，不
准转嫁成本”。三是增加电子银
行服务设备，减轻柜面服务压
力，同时加快网点改造，增加柜
台人员和服务窗口，提高柜面服
务水平。 (通讯员 赵玉龙)

落实省委“二十条”披挂愿做“先行官”
——— 菏泽银监分局引领银行业支持菏泽打造“科学发展高地”

为进一步加快小企业贷
款业务的发展步伐，提升该
行信贷产品的市场竞争能
力，支持当地经济发展，该
行向邮储银行山东省分行
申请将小企业贷款业务授
信额度上限进行调整。今年1

月，邮储银行菏泽市分行正
式获得省分行批复，将小企
业单户授信额度上限从500
(含)万元调整至人民币1000
(含)万元，更好地适应了菏
泽当地企业的融资需求。

据介绍，邮储银行菏泽

市分行自2010年10月正式开
办小企业贷款业务以来，各
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授信情况在2011
年12月达到了上级行制定的
额度调整标准。

(伊淑霞)

邮储银行菏泽市分行：小企业贷款额度上限为1000万元

近日，在菏泽市牡丹区
科学发展奖惩兑现暨招商
引资动员大会上，牡丹区联
社获得牡丹区经济发展优
秀企业、创先争优先进单位
称号，牡丹区联社理事长崔
玉光荣获牡丹区功勋企业
家称号。

近三年来，牡丹区信用

联社紧紧围绕经营目标这
一中心，以提高效益和开拓
市场为宗旨，进一步加大各
项工作力度，使业务蒸蒸日
上，截至2011年底，农信社
各项存款达到102亿元，与
2008年底相比，存款净增50
亿元，翻了一番；各项贷款
67亿元，净增13 . 1亿元，增

幅达24%。自2009年以来，牡
丹区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
贷款224亿元，其中累计发
放农业贷款185亿元；累计
支持民营企业300余户，共
54亿元，为推动当地经济发
展起到积极贡献作用，成为
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姜连义)

牡丹区信用联社喜获殊荣

春风拂面，杨柳依依，一个
生机勃勃的春天正向我们走
来。春天，人们开始为幸福的生
活启程，开始怀揣着全新的财
富梦想去拼搏奋斗。为更好服
务读者，为其提供一方沟通交
流的平台，菏泽财金工作室特
别策划推出一档关于金融、关
于财富的漫话随笔式栏目《漫
话·财金》，只要您平时喜欢打
理自己的财务，并对“金融、财
富”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都可以
给我们来稿。本栏目拒绝死板、
枯燥的理论知识，强调故事性、
趣味性，稿件应在娓娓道来中
阐述自己的观点。

“金融、财富”不是束之高阁
的代名词，它是和我们息息相关
的朋友，它属于每一个普通老百
姓，它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携
起手来，为共同的财富梦想执着
前行！
投稿邮箱：qlwbhzcj@163 .com

投稿热线：0530-6330010
15505302007

再过三天，就是农历二月初
二。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过了
二月二，龙年春节就要圆圆满满
地过去了。回过头来想一想，从
传统节日的元旦到春节，从洋节
日的圣诞节到情人节，经常听到
身边很多亲朋好友大发感慨：节
日虽是越来越多，但节日的喜庆
氛围却越来越淡，而期间为“面
子”问题不得不进行的“面子消
费”压力越来越大。

请客、送礼、发红包，“面子
消费”支出年年攀升。以前给小
孩发红包，也就一二百，现在三
百、五百不算多。业务单位刚上
班的一个小伙子，春节给侄女发
红包，甩手就是一千。在新进职
场的年轻人眼里，春节变成了春

“劫”。而春“劫”过后，情人“劫”
立马杀到。按不进行高档消费，
不搞那些令人眩晕的浪漫，只以
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过，今年情人
节至少要花多少钱？有“好事者”
给出了“答案”：打的费50元，电
影票80元、玫瑰花200元，晚餐
300元，礼物1500元，合计2130
元。而这还不算增加其他活动内
容的支出。

有人说，“君子之交淡如
水”，只要是真心朋友，只要是至
爱亲人，人们不会在乎你和他们
交往时花费多少。理是这个理，
但又有谁胆敢冒着被众人踢出

“交际圈”，被社会边缘化的危
险，去和别人搞什么淡如水的君
子之交呢？要知道，中国每年礼
品消费高达8000亿元，而每一件
礼品都代表着一份面子，都是一
张“交际圈”通行证。

但是，和买车、买房相比，以
上这些只是小巫见大巫，甚至根
本不值一提。近年来，商品房越
来越奢华，房价越来越高，购房

压力越来越大，房地产市场却一
年比一年火。你买两居室，他买
四居室，你买复式，他就买别墅。
买车、买房成为最大的“面子消
费”。钱不够？不用担心。银行排
队等着给你办按揭。根据央行统
计数据，2011年全国主要金融机
构(含外资)个人购房贷款余额
达7 . 14万亿元，虽然比2010年回
落14个百分点，但同比增长仍然
达15 . 5%。

“面子消费”似乎在大行
其道，并且已经把理性消费逼
到了墙角。透支卡刷得潇洒，
大红包发得利落。然而，人们
心里都明白，冲动、不理智，看
似光鲜的“面子消费”背后，都
有着大把大把的“辛酸泪”。真
是人前装面子，其实没面子。
欧美国家为什么会产生金融危
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政府
依靠巨额赤字预算，民众乐于
背负银行债务，盲目攀比，寅
吃卯粮，“面子消费”泛滥是其
根本原因。

日子得自己过，不光是为
了给别人看的。理性消费也不
是捂紧口袋，苛刻自己，更不是
当“守财奴”。消费是推动生产
力发展的原动力。大家都不扩
大消费，社会何来进步？任何人
降临人世间都不是为了来受罪
的。生活过得好一些，日子过得
舒心一些，本来就无可厚非。但
关键是看怎样去花费，关键看
消费是不是量入为出，是不是
有助于自身增强体质、提升素
质、享受高尚的快乐。

新的一年开始了，理性消
费和“面子消费”还会有很多次
的PK。下一次，你会站在哪一
边呢？
(菏泽牡丹区来稿 作者：武迪)

理性消费PK“面子消费”
——— 日子得自己过，不光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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