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民生银行合肥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

署，秉持“服务大众 情系民生”的理念，为中小企业提供多

元化的融资渠道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将普惠金融

与科创金融、园区金融作为重点布局的“新赛道”，积极创

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

融支持力度。

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
2013年，民生银行首次推出以“纯信用、无担保、无抵

押、自主支用、随借随还”为特点的微型信用贷款，伴随市

场环境和小微企业需求变化，该行陆续推出多款信用贷款

产品并不断迭代升级，如“纳税网乐贷”“增值贷”等，拓宽

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实现小微贷款增量扩面。

据了解，近期民生银行进一步升级小微线上信贷产品

体系，创新推出“民生惠”信用贷款产品，这是一款面向小

微企业的线上信用贷款产品，具有审批快、额度高、使用灵

活等特点，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申请、实时审批、线上提款

等多种服务,无需提供额外担保，即可享受“足不出户，即

可提款”的专属服务，随借随还，灵活的资金使用方式为小

微企业提供了极大便利。小微企业客户凭企业信息、手机

号、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审批、提款，最快5分钟知晓额

度，授信额度最高300万元，期限最长至5年，支持多种还

款方式，为小微企业带来融资服务全新体验。

加强科创企业支持力度
今年以来，民生银行针对科创型小微企业推出一揽子

金融产品，有效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痛点。如“星火贷”系

列产品，是民生银行为小微科创企业重点打造的专项产品，

通过创新房地产抵押、专业机构担保、股权质押、专利质押、

政银风险分担等多种担保方式，提供“星火抵押贷”“星火担

保贷”“星火信用贷”“星火人才贷”等多种产品和服务，满足

小微科创企业或企业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类融资需求。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行在本地已投放的星火贷余额已超

2.5亿元，以特色服务切实带动小微科创型企业发展。

赋能特色产业链发展
民生银行合肥分行坚持改革转型战略，推进小微金融

综合化服务新模式，开展“三个转变”，即由个人经营性贷

款向“个人＋对公”双渠道转变，由线下向线上＋线上相结

合方式转变，由单一客户向一体化链式服务转变，通过大

中小微一体化协同，围绕核心企业上下游进行链式服务。

据了解，该行聚焦区域特色产业，批量开展“蜂巢计

划”，专注普惠金融、回归信贷本源。针对特色场景客群，

特别是平台、商圈、园区、集群客户，聚合搭建起“广获客、

强风控、快实施”的小微“蜂巢”服务方案，提升区域内特色

产业服务能力，充分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期，民

生银行合肥分行加强与合肥（蜀山）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

对接，通过充分的行业调研和客群分析，制定跨境电商产

业集群综合服务方案，确保及时、高效地满足跨境电商产

业集群不同的金融需求。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民生银行合肥分行深入企业、扎根市场，将贴身服务

小微企业作为常态行动，多年以来坚持走进各类市场、园

区、商圈、商协会，将普惠政策及产品送至小微企业身边。

自2013年以来，该行持续开展的“民生进万企”系列活动，

连续开展多场银企对接活动、组织多场产品宣讲会、与商

协会联合举办企业家财税及金融知识讲座等，深入了解并

及时解决民营企业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质效。

民生小微，与企业并肩同行。下一步，民生银行合肥

分行将始终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立足本地小微企业特点，

以专业化、特色化的金融产品，为小微企业提供更高效、便

捷的融资服务，为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民生力量。

坚守金融初心践行普惠担当
——民生银行合肥分行助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星报讯(记者董艳芬) 合肥园博会盛大开幕，骆岗公

园惊艳亮相；“大黄山”风景如画游人如织，迎来金秋十月

的第一波旅游热……刚刚落下帷幕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

安徽文旅赚得盆满钵满。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省

文化和旅游厅获悉。经测算，8天里，我省接待游客7286

万人次，同比增长59.2%，是2019年同期的120.6%；旅游收

入496.4亿元，同比增长82.7%，是2019年同期的121.2%；

人均花费达到681.3元，同比增加87.5元。

超长假期里，我省出现“大黄山”热，黄山、池州、安庆、

宣城四市4A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人数占全省的比重达到

33.5%，龙头带动作用发挥明显。其中，黄山风景区、西递

宏村分别提前3个月、2个月突破年度历史极值（350万人

次）。同时，出现合肥园博园热，38个城市展园风采各异，

100项非遗项目、500场演艺活动轮番上演，累计入园225

万人次，上榜国庆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前20名。

这个长假，全省文旅多元业态活力迸发。优质景区

“火”，224家4A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933.3万人次，同比

增长122.1%；门票收入2.3亿元，同比增长115.5%。农文

旅“热”，全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742万人次，旅游收入

208.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4%、90.8%，民宿“微度假”、

山乡“深呼吸”成热点。商文旅“欢”，重点观测的10家旅

游休闲街区实现营业收入5571万元，同比增长54.4%。

体文旅“嗨”，“旅游+体育”深度融合，登山徒步、马拉松、

运动会等户外潮玩成“新宠”。

此外，我省文旅市场结构加速调整。“新群体”加速崛

起，年轻游客“盖章”打卡新业态，推动文旅消费走高走

热，23岁至45岁年龄段游客占比高达63.9%。“长线游”充

分释放，游客平均出游距离146.2公里，同比增长6.7%，

出游距离超200公里的近两成；游客平均逗留1.3天，较

去年同期增长3%。从客源地看，沪苏浙游客占省外游客

比重达65%，北京、深圳等城市成为我省新晋热门客源

地。此外，家庭结伴自驾游、社团游等“新型团”市场活

跃、增长快速，自驾游游客占比62.4%。“文博+旅游”“文

艺+旅游”等“文化游”组合擦出新火花。

据介绍，全省各地布局长假市场，频出大招“圈粉引

流”。节前，全省推出28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3条“亚运

之光”长三角主题自驾线路，覆盖乡村、红色、研学、康养等

多元业态产品，吸引大量游客深度体验。安徽国际文化旅

游节拉开帷幕，文旅惠民消费季、和美乡村惠民游等精彩

呈现。节前，各地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2.65亿元，假期增

发文旅消费券近1000万元，相关银行、在线旅游平台和文

旅单位积极响应，推出套票、满减、红包和抵扣券、代金券

等额度近亿元，多重利好叠加，有效激发文旅消费。

另外，随着合肥园博会的开幕，省城合肥的文旅接待

创历史新高。来自合肥市文旅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假日期

间该市接待游客1105.07万人次，同比2022年增长52.2%，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06.3%；实现旅游收入54.16亿元，

同比2022年增长369.6%，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361.1%。

安徽文旅双节“成绩单”出炉

“皖山皖水”揽客7286万人次、进账496.4亿元

游客在合肥园博园观看表演 星级记者 黄洋洋/图

中秋国庆黄金周
合肥接待游客1105.07万人次

星报讯（记者沈娟娟）记者从合肥市获悉，中秋国

庆黄金周落幕，长假期间（9月29日～10月6日），合肥市

接待游客1105.0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4.16亿元。

其中，骆岗公园假日期间共接待游客约225万人次，

国庆节当天接待约40万人次，据高德《十一出行报告》显

示，合肥骆岗公园上榜国庆假期热门景区TOP20，除此

之外，新能源汽车展“汽车+非遗”沉浸式体验空间、“汽

车+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

假期期间，合肥铁路客流量迎来持续高位运行状

态，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日均20.75万人，较2019年

同期增幅18.8%。其中合肥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51.8万

人，单日最高预计发送旅客15.3万人。

从票额数据来看，目前，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湖

北、河南、湖南、山东、江西等方向客流较为集中，上海、

杭州、南京、合肥等特大城市与旅游城市间的人员流

动，以及其他城市抵达上海、杭州、南京等长三角中心

城市的客流大幅增长。京沪、沪宁、沪杭、宁杭、杭深、

宁安等直通、管内高铁线路客座率均已达到九成以上。

中秋国庆假日
合肥机场运送旅客28.2万人次

星报讯（记者 章沁园） 记者从安徽机场集团获

悉，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9月29日至10月6日)，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2万人次，日均

3.5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1.5% ；恢 复 至 2019 年 的

100.3%。保障航班起降2213架次，日均277架次，同比

增长99.4%,恢复至2019年的105.9%。

小长假期间，旅客选择飞机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出

行需求旺盛。合肥机场节前旅客出行从9月28日进入高

峰，单日进出港旅客3.81万人次。返程客流量从10月4

日开始明显增长，10月6日达到高峰，当日进出港旅客

旅客3.89万人次。合肥飞往广州、深圳、揭阳、北海、成

都、昆明、贵阳、西安、银川、沈阳等城市航线较为热门。

“双节”期间，合肥机场保障国际、国内货机共11

班，日均进出港货邮235吨，同比2022年增长74.7%，恢

复至2019年126.6%。国内货运主要为水产螃蟹、快件

货物等，多数流向广深成渝等地区；国际货运主要是跨

境电商、电子产品，目的地主要为美国达拉斯和荷兰阿

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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