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金沅商业保险有限公司与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金沅商业保险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金沅商业保险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5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05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4年1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
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金沅商业保险有限公司与霍尔果斯坤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 本 金 利息（暂计至基准日
2016年 5月 31日）

贷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1 上海森冬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11,500,000.00 1,658,425.11 500134913S027、500134913S031 姚森峰、张冬华、金瑞妹、姚正晖

2 上海创方进出口有限公司 11,993,486.41 876,902.15 500134914XY039、500134914C058
上海联鼎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华拓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陈诗强、叶妍文、雷晶

3 上海程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5,900,000.00 767,933.54 13492015041、930613492014213 黄昌树、朱开兰
4 上海畅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00.00 4,007,483.64 DK20111025 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有限公司
5 上海廊海实业有限公司 749,567.92 1,377,486.26 PPXQY2012-013 陈玉禄、陈爱娇

序号 借款人 本金 利息（暂计至基准日
2014年 1月 20日）

贷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1 上海福本实业有限公司 7,965,000.00 823,624.79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81120076号 上海元易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顺华摩托车
配件有限公司、林永斌、官秀萍、黎传恒、付宝圆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 286号 5栋 1201室
电话（０２９）89860038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号 ８门 ７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号 ７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8 编辑/杨舒涵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一

形成新增长极，牢牢把住手中的发展主动权
顾一琼

形成更多新增长点增长极———这

正是当下我们要善于 、 敢于 、 勇于

“在危机中育新机 、 于变局中开新局 ”

的内在逻辑， 也是必然路径。

23 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全

国政协委员共商国是并回应经济社会

发展热点问题时强调 ， 要科学分析形

势 、 把握发展大势 ， 坚持用全面 、 辩

证 、 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 、 风

险 、 挑战 ， 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

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 ， 巩固我国经济

稳中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

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

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

总书记重要讲话传递出当下攻坚

克难的信心和力量 ， 更指明了清晰的

未来发展路径———要把满足国内需求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加快构

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 大力推进科技创

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 加快推进数字

经济 、 智能制造 、 生命健康 、 新材料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 形成更多新的增

长点、 增长极， 着力打通生产、 分配、

流通 、 消费各个环节 ， 逐步形成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 、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培育新形势下

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当下 ， 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 、 优化经济结构 、 转换增长动力

的攻关期 ， 结构性 、 体制性 、 周期性

问题相互交织 ； 同时 ， 世界经济深度

衰退 、 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 、 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这样的大背景下，培育、壮大、形成

更多新增长点 、增长极 ，就是我们手中

牢牢把握住的发展主动权和先机。

育新机开新局 ， 我们是有十足底

气的———我国经济潜力足 、 韧性强 、

回旋空间大 、 政策工具多 ， 全国两会

召开之际 ， 经济社会发展复苏态势明

显 ： 发电量 、 铁路日装车数量等指标

稳步增长 ， 一些重要企业生产经营快

速恢复， 消费潜力逐步释放。

改革开放生动实践中 ， 我们累积

了劈波斩浪 、 迎难而上的坚定信心和

顽强斗志———抗疫过程中彰显出我国

独特的政治制度优势、 组织动员优势，

以及广泛民心所向 ， 将充分投入稳经

济保民生各项工作 ， 全面决胜脱贫攻

坚 、 建成小康社会 ， 以亿万人民的勤

劳智慧和精气神 ，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向高质量迈进。

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新动能新

技术不断增强， 为我们创造了找差距、

补短板、强弱项的机遇 ，也为面广量大

的中国企业提供了转型升级 、 强筋健

骨、提升内功的契机。 会场内外，一张张

蓝图开始落笔———大力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尽快形成供需良性互动；紧

紧围绕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端化 、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 为高质量发展培育增长极；

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新基建扩大

有效投资，促进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

端迈进；完善“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化国际合作，维护

全球供应链稳定。

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

“难”， 这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要

面对的一个永恒问题 。 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我国正处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 我

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 ， 我们面临的

挑战同样前所未有。

惟有不断去探索 、 不断去奋斗 ，

不断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

我们才能走上实现新阶段新目标的新

道路， 也才能乘风破浪、 行稳致远。

关注中小微企业纾困 以有温度的服务“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记者 祝越

协同发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韩沂委员：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应加快
完善顶层政策设计，适应经济环境变化

“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

降”， 这是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释放

的明确信号。 如何强化对稳企业的金

融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银保监

局党委书记、 局长韩沂认为， 当前疫

情形势和市场变化表明， 我国小微企

业发展正处于一个艰难的、 充满变化

的时期。 除了金融监管部门的持续性

作为之外， 现有普惠金融的外部环境

还有一些障碍没有破除， 需各方共同

努力。

他进一步解释说， 金融服务支持

实体经济任重而道远， 应该加快完善

顶层政策设计， 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

变化， 及时调整相关政策。 破解融资

难、 融资贵问题需要监管部门、 金融

企业、 政府部门等协同发力， 多渠道

形成合力， 才能取得实效。

首先， 要改进银行绩效考核， 补

足实体经济短板。 目前货币政策更侧

重于总需求的调控， 要实现精准滴灌，

需要从根源上改变银行的绩效考核体

系， 把宝贵的信贷资源引导到亟需支

持的小微和民营企业。 他建议， 各级

国资委、 财政部门要把对小微、 民企、

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作为重点考核内

容， 增加考核比重， 各级人大、 组织

人事、 审计和国家监委等部门从财政

和人事两方面入手对银行高管层进行

监督， 对于执行宏观政策不力、 重点

领域贷款投入不足的银行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有效约束和问责。

同时 ， 建议发挥财政积极作用 ，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救助企业的行为 ，

应通过奖励、 税收减免和贴息分担其

成本， 避免将风险集中至银行。 推动

将更多中小银行纳入人民银行再贷款

支持金融机构名单， 或参照再贷款政

策对中小银行疫情防控贷款提供利率

补偿和风险补偿。

尽快建长三角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

徐葵君委员：对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
提供专项金融服务与支持

“留得青山， 赢得未来”， 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 保障就业

和民生， 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 尽

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个体

工商户渡过难关。 对此， 全国政协委

员、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葵

君提出建议， 尽快建立长三角地区中

小企业政策性银行。

徐葵君建议， 由中央相关部门牵

头指导， 会同中小企业集聚的地区政

府， 先行筹建区域性中小企业政策性

银行， 对该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专项

金融服务与支持。 在区域性中小企业

政策性银行取得良好经验的基础上 ，

再适时建立全国性中小企业政策性银

行 。 根据我国的经济数据统计信息 ，

中小企业集中度较高的区域有长三角

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 环渤海湾区以

及京津冀地区等， 其中长三角地区是

中小企业最为密集 、 经济最为活跃 、

开放程度最高、 创新能力最强、 财政

收入和创造就业贡献最大的区域 ，

“可以首先在长三角地区快速启动筹

建全国第一家区域性中小企业政策性

银行”。

在徐葵君看来， 长三角区域中小

企业政策性银行的成立， 将能更好体

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

有助于战略的具体实施与落实。 通过

有效帮助区内的中小企业， 提升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联动发展的整体效能和

核心竞争力， 以先行先试引领区域性

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建立与发展 ，

发挥深化金融改革和开放创新的试

点示范作用 ， 为今后建立全国性中

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取得经验 、 夯实

基础 。

■本报记者 唐玮婕

1600多家中小微企业诉求 100%得到回应
上海“店小二”们及时到位的服务帮助中小微企业走出困境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波，中小微企业

首当其冲。 成立一年、注册资金仅 1000

万元的上海指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就

曾是身陷困境的中小微企业之一。春节

前，他们完全没想到自己会面临如此被

动的局面；但上海“店小二”们及时、到

位的服务， 以同样出乎意料的速度，帮

助他们走出困境。

指域智能的业务重点是帮助制造

业企业“机器换人”，也就是打造“少人

工厂”“无人工厂”， 这正属于上海目前

重点打造的“在线新经济”领域。 不过，

指域智能创始人王大平告诉记者，疫情

期间，他一度觉得要撑不下去了。幸好，

靠着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激励，他挺过了

最困难阶段。而今，产业链上下游恢复，

推迟的订单回来了，新的合同也快签署

了。 对于未来，他信心十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于稳住上

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渡过难关做了充分部署。而在上

海，有关方面不仅针对中小微企业出台

了一系列减费降税和金融扶持措施，更

通过及时而有温度的服务，“留得青山，

赢得未来”。

压力突如其来

过去的一年，指域智能在全国各地

发展客户，经营已入正轨。 在接手一家

饮料行业客户后，公司牵头改造其生产

线， 用机器人精简了 70%的简单操作

岗位，同时实现效率提升，客户很满意。

但谁都没想到， 突如其来的疫情，

将原来排定的计划完全打乱。在复工之

初，由于不少员工无法及时返岗，加上

供应链断裂，指域智能在很长一段时间

无法重启业务，手头的订单被迫延期交

付，资金无法按时回笼，新合同更是遥

遥无期。 作为当家人，王大平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这样下去，我们很难支撑。”

指域智能当时所遭遇的情况，应该

也是上海许多中小微企业共同面临的

难题。 为了准确把脉其需求，在关键时

刻送上最精准的服务，上海有关方面向

全市中小微企业发放问卷， 开展一场

“云走访”。 指域智能虽认真填了问卷，

但王大平坦言，自己对调查后续并没有

特别期待：“我们公司太小，只能集中精

力做好自己，从没想过依靠政府资源。”

终于喘上一口气

认真付出总有回报，哪怕只是认真

填写一份问卷。 一周后，指域智能忽然

接到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小企业办的电

话，对方表示，针对问卷中提及的困难

和诉求，政府将在市服务企业联系会议

的机制之下，积极协调各职能部门和服

务机构合力解决。

而后几天， 指域智能的电话铃就

不停地响起： 各级产业、 人社、 税务、

金融等部门 ， 以及社会化服务机构 ，

包括企业所在的金山区， 纷纷拿出自

己的能力和资源， 给予他们政策宣讲

和资源对接。 这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小企业发现， 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

包括疫情期间推出的上海惠企 “28

条 ”， 以及各类扶持中小微企业的文

件， 对自己而言恰似 “久旱逢甘霖”。

在各方的指导服务之下， 指域智能很

顺利地走完流程 ， 减免两个月房租 ，

延迟缴纳社保和相关税金。 王大平说：

“我们终于喘了一口气。”

初创企业要活下去，不仅要“节流”

降本，更要“开源”拿单。 缓过劲来的指

域智能，一方面顽强“自救”，积极捕捉

商机， 在口罩机等领域开拓新业务；另

一方面，他在“云走访”中曾提出希望政

府部门能牵线搭桥，帮他们与有意推进

自动化升级的客户对接，这一诉求也很

快得到落实。在之后市中小企业办牵头

主办的一场座谈会上， 指域智能受邀

出席， 接触到好几家体量比他们大得

多的企业……

据记者了解， 针对中小微企业的

状况， 上海产业主管部门为他们度身

定制了一系列产业资源对接会， 主题

从化解融资难， 到教会企业如何应对

疫情期间高发的法律纠纷， 力求通过

汇聚资源 ， 现场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

指域智能受邀参加的这场对接会， 主

题是 “化危为机 ， 转型升级 ”， 与会

企业主要来自智能制造的供需两侧 ，

可以说， 完全切中了企业发展的关键

诉求。

幸运并非偶然

对年轻的指域智能来说，能在危机

之下得到如此密集的“精准帮扶”，实属

幸运。但从上海服务扶持中小微企业的

整体情况来看，他们其实并不能完全算

是“特别幸运的一个”。 事实上，所有参

与“云走访”的 1600 多家中小微企业，

他们提出的诉求、反映的问题，100%得

到了政府部门“店小二”的积极回应。

不仅如此，每家企业都有相关部门

或机构与之对接。可以说，疫情之中，上

海不仅释放政策，同时依靠普惠、精准、

高效的大规模帮扶，尽可能让政策效应

落地，从而以制度供给和政府服务的确

定性，对冲了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我最迷惘的时候，政府不仅帮我

解决了实际困难， 更重要的是给了企业

最宝贵的东西———信心。”指域智能创始

人王大平说。目前，指域智能不仅交付了

延迟的订单，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利用

疫情所创造出的新机遇、 新拐点———很

多制造业企业意识到， 智能化改造将显

著提升他们面对重大风险的韧性， 从而

使他们下定决心，推进自动化升级。

目前，指域智能正申请上海针对小

微企业推出的“流动资金应急贷”，这笔

由政府承担大量担保风险的低成本融

资一旦到位，将帮企业扩大生产，从而

更好抓住上海打造“在线新经济”高地

的机遇，在无人工厂等重点领域捕捉新

机会。

上海多措并举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精准对接诉求，及时发布政策

广大中小微企业是受疫情影响最

大的群体。针对本市中小微企业资金压

力增大、运营成本提高、发展信心不足

等问题，上海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精准对

接诉求，及时发布政策，通过多措并举，

积极帮助广大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政策服务精准供给

疫情发生后，上海很快在贯彻落实

市政府惠企 “28 条” 和工业信息化部

“中小企业 20 条”的基础上，提出了应

对疫情影响、加强企业服务、促进中小

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 “18 条” 具体措

施。措施注重发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作用，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服务机构

优先支持、顶格支持。 同时也借力国家

专项资金作用，运用担保机构降费奖补

资金，推出 20 亿元“小微企业流动资金

应急贷”融资服务。

政策效应关键在于执行。 上海以

“市企业服务云”作为主渠道，为中小企

业提供高质量服务，放大政策效应。一方

面，“企业服务云”设立“助企战疫”专栏，

归集推送各类助企政策；同时，联合各级

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直接进园区、进企

业，帮助辅导中小企业用足政策。

减税降负落到实处

降低小企业的税费负担，是“留得

青山，赢得未来”的关键举措。 据统计，

今年一季度，上海税务部门累计实现减

税降费 254.7 亿元，有效帮助企业缓解

了经营压力。

在国家出台的税费优惠政策中，第

三批政策主要聚焦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减负。政策明确，今年 3 至 5 月，增

值税 3%的征收率阶段性调整为 1%，对

于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小规模纳税人而

言，这无疑是一项积极有益的政策。

旅游和酒店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上

海积极执行国家政策，让企业很有获得

感。 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突如

其来的疫情使得原本的 “春节黄金周”

所有旅行团队全线暂停，好在有相应的

免征增值税政策，帮企业减轻了不少压

力。 另一家酒店也表示，增值税免税政

策不仅缓解了资金压力，而且“申报即

享受”的方式，也让手续更便捷。

金融活水助企脱困

疫情期间，上海各主管部门会同银

行业积极行动，为暂时身处困境、但前

景看好的小微企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

持。 统计显示，本市累计发放的小微企

业疫情防控贷款已超过 110 亿元，为小

微企业实施临时性延期偿还贷款本金

突破 200 亿元。

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总部、上海银保监局等加强政策系统

集成，通过再贷款扶持政策、“小微企业

流动资金应急贷”、 再贷款再贴现专用

额度、金融纾困“18 条”等举措，积极落

实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复市。

截至 4 月底，本市银行业在助企行动中

已累计投放疫情防控贷款 1335.2 亿

元，支持企业 1.01 万户 ；其中 ，对小微

企业投放疫情防控贷款 112.6 亿元，支

持中小微企业 3473 户； 对于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企业和个人，在沪金融机构迄

今已提供续贷 1858.8 亿元， 涉及 1.58

万户（人）；为上海地区中小微企业实施

临时性延期偿还贷款本金共计 200.4

亿元，涉及 8136 户。

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
(上接第一版 ) 民法典通过后 ， 我们将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

能 ， 全面加强依法行政 ， 以法治促治

理 ， 从而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在审查计划和预算报告时， 陈晶莹

代表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谈到， 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 最

重要的是环境资源保护 ,要统一环保标

准和指标体系， 建立统一有效的跨区域

监管机制， 集中受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

并统一审理标准。 寿子琪代表建议， 有

关部委对示范区产业准入清单、 环境容

量、 监管标准和检测执法尺度等方面要

给予指导支持 。 围绕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 王伟代表建议， 建立国家储备和民

间储备相结合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体

系， 做到 “灾时救援、 平时正常流通销

售”。 关于强化重点领域发展支撑， 邵

志清代表说， 要坚持基础性和战略性产

业并重， 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术和产业

难关。 谈到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杲云

代表建议， 按照 “资金跟着项目走” 原

则， 适当增加地方专项债限额； 各地旧

改面临情况不同， 不宜 “一刀切”。 在

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方面， 周燕芳代表建

议， 建立和完善社保基金运行预算预警

机制， 促进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建立和推

广， 确保基金可持续。

在审议民法典草案时， 刘新华、 徐

珏慧、 章伟民、 董传杰、 徐如俊等代表

谈到，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法 ， 是纲举目张之

法。 民法典草案对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

规范进行了全面整理， 不仅在立法过程

中充分听取意见， 广泛凝聚共识， 而且

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问题都作出

了回应 ， 充分体现了对个体权利的尊

重、 对个体尊严的维护、 对个体发展的

保障 ， 充分体现了科学立法 、 立法为

民、 与时俱进， 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曹立强代表说，

要强化与有关法律的衔接和配合， 作出

进一步细化规定， 切实维护个体合法权

益。 崔瑜、 沈彪、 朱国萍代表等建议，

民法典通过实施后要做好宣讲宣传工

作， 及时释法普法， 加强法宣效果， 真

正让民法典落地、 实施， 成为日常生活

的准则， 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代表，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殷一璀

代表， 市委副书记廖国勋代表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