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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据“跑”起来
3天贷到30万

济南惠民广场展缘童话童
装店店主杨婧此前在网上卖纸
尿裤，开店的想法在年初就有
了，却因为资金问题一筹莫展。

“开童装店肯定需要一个更大
的店面，成本也会高，没有个二
三十万是不可能的。”杨婧说，
之前自己进货周转急需资金
时，曾尝试向一家国有商业银
行贷款5万，但准备了一系列
材料，等了20多天还是被拒绝
了。“准备了房产证、个人信息，
还登录中国人民银行查征信，
准备了一系列资料，但最后因
有过信用卡逾期的情况，被拒
了。”

仅贷5万就已大费周折，
最终还被拒绝了，这让杨婧对
贷款不敢抱多大希望。“后来我
从中小微企业群里面了解到齐
鲁银行有‘一贷通’，那时候还
没有APP，我在网上申请的，3
个工作日就放款了。”杨婧说，
自己有齐鲁银行的储蓄卡，只
是在官网输入了个人身份信
息，之后不用跑任何征信资料
手续，客户经理很快就联系了
她，她得到了 50万的授信金
额。“我贷了30万，有了资金，
童装店很快就开起来了。利息
就以30万本金算，还款方式也
可以自行选择先还息还是先还
本，随贷随还。”

从贷不到款到3天放款，从
5万都贷不到到获得50万授信
金额。杨婧的齐鲁银行客户经
理许学岭说，部分是因为银行
对征信的要求有所不同，更重
要的是，齐鲁银行通过“一贷
通”平台，在贷款的企业和个人
授信的前提下，可以查到个人
在8家政府单位的信息，为贷款
人画出一张更公正客观的征信

画像。“这些信息包括企业或个
人的税务、工商、诚信等信息，
这比之前主要看个人征信和经
营状况有瑕疵就一棒打死来
说，真正能给诚信经营的小微
企业和个人更多融资空间。”

许学岭强调，银行作为放
款一方，对贷款人的审核是非
常严格的。在没有“一贷通”之
前，需要贷款人自己带着工商
营业执照，打印税务、社保缴纳
等各种证明。这些证明本身就
得跑很多地方，然后资料带齐
了再到银行来，万一没有带齐，
还要跑多趟。而有了“一贷通”，
沉睡在政府部门的数据得到企
业和个人授权后，真正跑了起
来。这样，这些证明一个也不用
贷款人跑。“这也加快了我们的
审核，以前这些资料如果企业
和个人无法提供，我们自己也
要进行调查，尽可能找到更多
与贷款人有关的信息，把这些
信息都核查一遍至少也需要3
天时间，现在数据已经在现场
了，审核几个小时就能完成，放
款的速度也就快多了。”

“理论上企业一次跑腿都
不需要，最多一天就能放款。”
浪潮“一贷通”产品经理唐旋介

绍，中小微企业家通过平台实
名认证和身份认证，提交贷款
申请资料，并授权该企业的税
务、社保、工商等政府部门政务
数据给银行，银行客户经理会
拿着平台提供的资料上门进行
核实和确认，最多在两小时内
就可线上放款。

唐旋说，从6月1日上线到7
月17日，仅仅47天，“一贷通”平
台就打通了8家政府数据，与两
家银行进行了合作，发布了4款
金融产品，小微企业注册1700
家。通过小微企业授权成功调用
1.3万条政府数据，成功为735家
小微企业完成9400万贷款。

年投入300万减到30万
上云不怕空间不够

琦泉集团是省内生物质发
电装机容量第一、全国第三的
新能源企业，它的总部位于济
南东部华创观礼中心的写字
楼。该企业以生物质热电联产
为主营业务，在全国已投产了8
家电厂，就地取材利用秸秆、残
币、酒糟、甘蔗渣、废弃木料等
作为原料发电。这8家电厂遍布
全国，而且多在偏远村庄，而济

南总部则要远程监控所有电厂
的运行情况。

记者在该公司的监控室看
到，整个生产过程被细分为众多
流程，每个流程都显示出实时温
度、压力等数据。“我们需要根据
这些实时变化的数据随时作出
生产调整，可以说这些数据一个
也不能少，一秒钟也不能断。”琦
泉集团信息部主任庞少辉说，发
电企业生产过程中最大的特点
就是要保证数据不丢失，根据数
据调整生产。“如果这些数据突
然没有了，那后果难以想象，我
们就不知道工厂下一步要做什
么，是该加大火力，还是放蒸汽，
该加多少该放多少。但是一个电
厂在整个电网系统中是不能突
然停止生产的，一旦突然停止，
电网也会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琦泉集团从农
户手中购进秸秆，需要对燃料
进行结算，把秸秆等费用发给
农户。一旦生产数据丢失，秸秆
的结算款项也会丢失，直接导
致农民无法及时拿到秸秆费
用。所以琦泉集团虽然是一家
生物质发电公司，但数据对公
司的生产至关重要。

“我们先后投入了两三千
万进行了信息化建设，打造‘绿
色智慧电厂’，却发现硬件投入
越来越大，随着系统平台的增
多，计算、存储需求的增加，每
年投入硬件服务器、交换设备、
存储、安全设备越来越多，公司
服务器也由最初的两台扩展到
现在的几十台。”庞少辉带着记
者去公司的机房，逼仄的机房
仅有十多平米，放了空调、UPS
电源、两个衣柜大小的服务器
后，1人只能在机房里迈开两
三步。

庞少辉坦言，机房实在太
小，办公楼没有双市电，也不能
安装应急发电机组，UPS电源
也撑不了多久。集团已经没地
方再“养”这些至关重要的服务
器，而进一步扩大生产还有更

多的数据，怎么解决数据的存
储一度让琦泉集团头疼。“也想
过放到下属的电厂，但是这些
电厂都在偏远地方，很难保证
网速的稳定性。”

不仅如此，服务器网络等
设备的老化，维护人员的成本
急剧上升，也使得“养”数据的
投入大增，甚至成了企业的负
担。“在没有上云前，公司扩建
机房，光硬件和软件成本就300
万左右，每年还需要进行部分
硬件更新预算，也得20万，聘
用高水平维护人员每年费用也
将近30万。”庞少辉说，即便投
入了这么多，仍很难保证数据
的安全。“去年我们就遭受到

‘勒索病毒’的攻击，让我们付
比特币才把数据还给我们。当
时我们正在上云，已经迁移了
一部分数据，但是没有迁移的
那部分就被勒索了。”“勒索病
毒”加速了琦泉集团上云的速
度。“当时济南市经信委也在为
我们推荐，还鼓励上云，有鼓励
资金。”庞少辉说。

2017年《济南市“企业上云”
行动计划（2017-2019年）》发布，
济南成为国内首个以市政府名
义出台“企业上云”行动计划的
城市，同时，还设立了2000万元
的企业上云专项补贴资金，采用
上云企业出一点、云平台服务商
贴一点、各级政府补一点的激励
机制鼓励企业上云。济南市经信
委相关负责人说，今年第一批鼓
励资金已经兑现。

庞少辉说，政府的鼓励非常
重要，经过考察和尝试，最开始
集团只是生产数据上云，现在已
经从生产到销售再到日常管理，
企业所有的数据都上云了。“每
年30万，如果数据存储需求增
加，可以不间断生产，立即实
现。”庞少辉说，上云之后，他和
信息中心的同事不用再担心存
储空间不够、服务器反应慢或者
被病毒勒索，而转为监控和分析
数据来支持生产销售。

激激活活大大数数据据
为为小小微微企企业业““信信用用””贷贷款款
智慧城市为企业插上“云”翅膀，生产更安全成本更低

济南建设新型智慧
城市除了方便市民、优
化政务效率外，还有

“N”多的扩展空间。这
个“N”基于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利用城市
大数据平台为各个行业
的企业服务，使得数据
真正服务于生产，将大
数据变成产业。

琦泉集团监控室

内，工作人员正在监控屏

幕上其所属电厂的生产数

据，随时给出生产指令。这

些数据都存储在“云”端，

更安全也降低了生产成

本。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齐鲁银行工业北路支行内，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开卡并介绍“一贷

通”。通过“一贷通”，可以查到个人或企业在8家政府单位的信息，方便小

微企业贷款。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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