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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
展，我省有关部门完善政策
制度，进一步增强了政策直
达性、精准性，推动普惠金融
增量扩面，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和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福
建省分行联合福建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福建监管局、福建证
监局出台《金融支持福建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意
见》，从加强民营企业信贷资
金保障、拓宽民营企业直接
融资渠道、提升民营企业金

融服务质效等方面凝聚政策
合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而对于公众较为关注的
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
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
分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处长沈
理明表示，福建省相关金融
机构已于9月25日对存量首
套房贷利率进行首批批量下
调，已为 151.3 万笔、金额
8212.5亿元的存量房贷下调
利率，预计每年将节约房贷
利息支出约 36.2亿元，单家
银行最高下调142个基点。

筑梦山海间 共享新未来

“普惠金融”照进人民美好生活向往

2023年第七届“金碑奖”暨第十三届“百姓看金融”年度评选

普惠金融篇

汇聚金融力量
成就美好生活

投票开启！
今 日 9 时 起 ，

2023 年第七届“金碑
奖”暨第十三届“百姓
看金融”年度金融评
选的投票通道正式开
通，读者可登录“智慧
海都”APP 投票页面
或扫描二维码，为您
心目中最满意的金融
机构投票。投票通道
自 11 月 17 日 9 时开
通后，将持续至11月
24 日 17 时。评选结
果预计将于 11 月 30
日在《海峡都市报》及
其全媒体平台公布。

日前，记者在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举行的
“2023年三季度福建省金融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了解
到，普惠小微贷款继续保持高增长，9月末，福建省普
惠小微贷款余额1.40万亿元，同比增长23.64%，增速比
人民币各项贷款高14.64个百分点。

普惠金融事关民心民生，联结着千家万户的幸福
生活。今年以来，我省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秉持服
务大众需求的初心，持续探索创新普惠金融生产方式
和发展模式，让普惠金融照进人民美好生活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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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群体具有相对脆
弱性和敏感性，保护好金
融消费者切身利益和长远
利益尤为重要。我省金融
机构坚持“金融为民”初
心，不断提升弱势群体和
特殊群体的金融可得性、
精准度和满意度，切实守
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具体来说，针对老年
人群体，中国人民银行福
建省分行指导金融机构全
方位优化完善老年人金融

服务，全力弥合老年人遇
到的“数字鸿沟”问题，提
高老年人获取金融服务的
安全性、便利性；持续创新
丰富老年人理财、保险等
方面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为老年人享受幸福生活提
供金融解决方案。

此外，为提升消费者
金融素养，工商银行福建
省分行开展消保巴士进校
园、“五进入”集中教育宣
传日等活动，福建人保财

险官方微信公众号打造
“消保专区”，集“投诉咨
询 ”“ 消 保 课 堂 ”“ 安 心
315”“金融知识进万家”等
多个板块……

初 心 不 改 ，绿 水 长
流。我省始终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普惠金
融发展的方向，相信坚守

“金融为民”本色，就能继
续书写更多普惠金融的暖
心故事，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让社会各个群体都能
平等享受基础金融服务是
发展普惠金融的应有之
义。今年以来，我省各金融
机构持续优化普惠金融产
品与服务，为中小微民营企
业下好纾困“及时雨”，送上
普惠“雪中炭”。

位于福州的福建某食
品有限公司因为融资困难，
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工商

银行福建省分行以该企业
商标专用权进行质押贷款，
成功帮助企业实现了“知
产”变“资产”。“这笔贷款体
现了我们企业商标专用权
的资产价值，也是工行对我
们商标专用权价值的认可，
更是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难
题。”该公司负责人说。

据了解，为更好服务中
小微民营企业，工商银行福

建省分行成立普惠金融专
营部门，建设银行福建省分
行与福建银联合作推出“商
户云贷”产品，农业银行福
建省分行成功落地“国担 e
贷”产品，持续优化中小微
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加大对
其有效信贷投放，不折不扣
严格落实相关服务优惠和
减费让利政策，引金融活水
为企业纾困“解渴”。

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注重普惠金融安全发展

优化产品与服务 为中小微民营企业提质纾困

发挥政策引领作用
推动普惠金融增量扩面

周日来梁厝 吃美食看展演
闽文化“邻”距离——“闽人智慧”主题宣传社区行本周日启动

在“闽人智慧”里，读懂不一样的福建。2023年闽文化“邻”距离——“闽人智慧”主题宣传社区行活动将
于11月19日（本周日）在福州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开幕，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峡都市报社主
办。本报将于近期在福州社区、商圈等地，陆续开展10场主题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闽人智慧”的魅力。

开幕活动由福州市坊巷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协办，活动现场，将有乐队表演、民族舞表演，非遗传承人现场
演绎，向市民游客展示非遗制作技艺，更有游戏互动，市民动动脑动动手，即可领取国潮小礼品。此外，到场
市民还能品尝“福”小吃。

海都讯（记者 林涓 通讯员 陈晶晶） 记者
从福州市道运中心获悉，福州夜班1号线、2号线，
203路公交、7686福山郊野公园公交专线等4条公
交于本月终止运营。

据福州市道运中心介绍，目前两条通宵公交
夜间客流稀少，为了节约及更加合理配置公共交
通资源予以停运。夜班1号线、2号线开行15年有
余，当时是为了便利群众夜间出行，福州也因此成
为福建省唯一一座24小时都有公交开行的城市。

业内人士表示，夜班 1号线、2号线原为 201、
202路公交，主要服务白湖亭、西门、火车站等客运
枢纽的夜间到站旅客及软件园的加班人群。伴随
城市外扩、客运班线萎缩、动车组夜间 2点后停运
等因素，夜间出行旅客减少，在出租车、网约车、共
享单车、地铁等其他交通方式的“替补”下，2条夜
间通宵公交的重要性大为削弱，不仅大幅度缩线，
且相继调整为定时班车运营。

开行15年后

福州公交夜班
1号、2号线停运

活动时间：11月19日（本周日）9：30—
17：00

活动地点：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地铁1号线梁厝站B1口出站后可看见街
区入口）

订报信息：
《海峡都市报》2024年征订开启！
面向个人用户，订报送10斤大米
限量100份，先订先得
①订报地点：华林路海都大厦前广场
订报时间：11月18日（本周六）8：30—

17：00
②订报地点：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订报时间：11月19日（本周日）9：30—

17：00

有福之地，我省的“福”文化源远流长。福建地方特色小吃是“福”文
化重要组成部分。“闽人智慧”主题宣传社区行活动设有“福”小吃板块，邀
请各地特色小吃，让市民和游客品尝。

你听说过“擂茶”吗？在三明将乐，当地人眼里擂茶是“福茶”，不论婚
丧嫁娶还是亲朋好友聚会，只要家中有客、家中有事，必擂茶请街坊邻居
喝。活动当天，市民和游客也可来现场品一品这一口“福茶”，看看将乐这
传统擂茶滋味如何。

汉民族饮食文化的“活化石”——沙县拌面及沙县小吃也会来到现
场。这次带来的拌面是可在家自煮的沙县拌面，面干是用沙县当地人吃
的夏茂碱面做成的，相对其他一般面干会更香一些，而“灵魂”花生酱是将
花生米炸好后进行脱皮，平均100斤花生可脱皮20斤，这样脱皮后的花生
酱油口味会更加自然，微甜不会苦涩。

此外，当天现场全天有乐队、民族舞表演，更有游戏互动，市民动动脑
动动手即可领取国潮小礼品。

2021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实施“闽人智慧”主题宣传，通过挖掘“闽
人智慧”的深度内涵，生动展现全面、全新福建形象。它们是闪光的思想、
先进的发明、精湛的技艺，抑或是非凡的创造，这些立体丰富的福建形象
将化为一幅幅“闽人智慧”日历画报，轮流展示在“闽人智慧”主题社区行
活动现场。

据悉，本次闽文化“邻”距离——“闽人智慧”主题宣传社区行活动将
在福州社区、商圈等地陆续开办 10场活动，为期 3个月。我省是非遗大
省，能工巧匠、技艺营造众多。本次活动，将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带
市民、游客体验多彩福建非遗文化。

特色展演 感受“闽人智慧”

特色小吃 品尝八闽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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