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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歆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 宇

“有了这笔救命钱，公司的资金周转困

难总算缓解了，我们可以拓展客户扩大业

务了。”近日，在如期拿到 20 万元“青创贷”

贷款后，湖北省咸宁市 95 后创业青年彭南

庆如释重负。

长期以来，资金是初创企业广泛面临

的难题。在团咸宁市委，大学生创业就业促

进中心负责人黄小芬注意到，与发达城市

不同，地市创业青年贷款往往面临缺少可

抵押物、贷款额度低、审批速度慢等难题。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咸宁市的团干

们目睹了太多创业企业或项目因资金周转

困难导致的夭折和失败。而“青创贷”推出的

个人创业贷款额度最高20万元，小微企业额度

300万元，基本覆盖青创企业流动资金需求。

由团湖北省委联合省人社厅、财政厅、

人行武汉分行和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发起

的湖北“青创贷”金融扶持项目，自 2021 年

3 月实施以来，在咸宁累计发放 2395 笔共

计 50111 万元，为青年及小微企业节约融

资成本 1750 余万元，办理笔数、金额在湖

北省均位居第一。

一个地市共青团组织，为何能在一年

多内为创业企业撬动 5 亿多元“青创贷”？

团咸宁市委书记孟科介绍，团组织不

断探索建立联动机制、重塑工作流程、优化

服务模式的方式，协同、高效、精准推进“青

创贷”工作，让创业青年在申贷过程中只进

一扇门、只跑一次路，以实际行动为青创企

业纾困解难，为市场主体节约融资成本，以

“青创贷”助力撬动产业转型、经济发展。

为建立高效的联动及信息反馈机制，

团市委联合市人社局、财政局、金融局、人

行、经办银行等 6 家单位出台《“青创贷”项

目 实 施 联 席 会 议 制 度》，定 期 召 开 联 席 会

议 ，全 面 掌 握 贷 款 发 放 信 息 ，梳 理 贷 款 堵

点、难点，及时沟通和协调各部门流转、办

理等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对进度慢的地区

重点指导和督办。

市县两级团委专门设立了“青创金融

服务驿站”，联席单位联合驻点办公，实行

“一窗口受理、一对一服务”。经过“团委初

审”“银行、团委、人社三方项目尽调”“人社

盖章”“银行盖章放款”四步，创业者仅用 3
天即可完成信用贷款全流程申请，抵押贷

款从申请到放款不超过 5 天。

2021 年 7 月，咸宁市通城县一家电力

设备制造企业投产后，接了一笔 50 万元的

订 单 ，因 流 动 资 金 不 足 ，生 产 经 营 进 度 受

阻。了解情况后，通城农商行主动上门帮助

企业负责人何忠亮提交资料。何忠亮没想

到，“手续简单，办理方便，财政还贴息，从

申请到 20 万元贷款到账只用了不到一周

时间。”他每月仅需还 300 多元利息，两年

后归还本金即可。

“青创贷”项目推进过程中，源源不断

的创业青年、小微企业家向咸宁各级团组

织进行咨询。团咸宁市委调研发现，各级团

组织自身也存在缺人手、缺资源、缺经费的

现实困境。

“经过协商，一方面，我们发挥经办银

行的积极性，会同人社部门加强对项目准

入与还款能力开展综合研判，另一方面，统

筹和整合团属资源与链条。”黄小芬说。

在“青创金融服务驿站”的基础上，团

咸宁市委在市、县两级 7 个“人才创新创业

超市 ”增设“青创贷 ”咨询和办理专柜，此

外，在全市 552 个承办银行网点设立“青创

贷”业务专柜；为让更多青年知晓“青创贷”，

在发放政策详解宣传册的同时，依托当地

官方媒体以及“青春咸宁”微信公众号等各

级团属新媒体平台，全方位发布推介信息。

起初，意识到金融政策具有较强的专

业性，担心申请流程繁琐、门槛高，一些企

业负责人望而却步。团干们通过咸宁青创

园等，每周组织线下政策推介会、

金融知识讲座、银企对接等活动，把帮

扶政策送到创业者的心坎儿上。

广泛推介、“见苗浇水”的同时，也着力

“精准滴灌”。

团咸宁市委制作了“青创贷”服务店小

二通讯录，各县市区团组织、相应部门安排

有专人对接，邀请银行业务骨干点对点服

务，解决“找谁办”的问题，做到承办精准、

审批精准，从而缩短办理时限；建立团属孵

化器联系企业花名册，针对重点服务对象

和重点联系群体开展一对一宣讲、常态化

上门走访、定期回访等，及时了解创业企业

或项目整体状况、对接需求，解决“谁来贷”

的问题，提升贷款主体质量和放款成功率。

彭南庆创立的艺德思齐墙绘装饰有限

公司是咸宁市青年企业中心第十批孵化企

业，此前已服务 300 多家门店室内家装和

10 余个村庄的“创文”墙绘工作。但今年 6
月以来，因为缺乏资金，企业一度无法扩大

经营规模。

团咸宁市委工作人员在走访过程中了

解到企业困难，第一时间为彭南庆介绍“青

创贷”政策，联系银行点对点服务，同时帮

他推介促成了与该市高新区香城青年书屋

墙绘设计绘制项目的业务合作。

团咸宁市委副书记赖长青介绍，市、县

两级团委还建立了“青创贷贷款企业库”，

定期回访受助企业，了解资金使用情况，以

及企业后期还款是否存在困难；同时，组织

创业导师提供常态化辅导。

未获批“青创贷”项目的，则可申请咸

宁市“新农人”大学生乡村创业帮扶计划，

经团组织推荐参加“创青春”“工匠杯”等各

类大赛，扩充渠道解决流动资金难题。

在一次次政策宣讲、银企对接等活动

中，咸宁市各级团干部自身综合业务水准

和优化营商环境意识等也得到了提升。

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由团咸

宁市委负责管理的公益性科技企业孵化平

台——市青年企业中心，长期以来没有固

定 的 资 金 来 源，也 无 稳 定 的 员 工 ，资 源 匮

乏，干事创业的氛围不足。伴随“青创贷”政

策实施，团咸宁市委与湖北梦享咖科技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合 作 ，联 合 举 办“ 缝 隙 时 间 计

划”沙龙等创业交流活动，激发受助企业家

的社会责任感，推动他们参与服务青年。今

年 2 月，该中心入列“湖北青创园”首批试

点单位。

以“青创贷”工作为契机，咸宁共青团

不断延伸团的“手臂”，加快“两新”组织团

建，服务引领更多青年。

数据显示，在该市已申办“青创贷”的

企业中，已建立团组织 100 余家。在此基础

上，开展“青年宣讲团”宣讲、“筑梦计划”

“时间的朋友”“香城之恋·朋友计划”等青

年文化交流、联谊交友活动已达 37 场。

团组织的帮扶，也引来创业青年的反哺。

在咸安区白鹤村，曾受助于“青创贷”

的 90 后返乡大学生余杰，利用自己开办的

休闲农场，创立起“乐分享”课堂，免费为村

庄 20 余名留守儿童提供课业辅导。无论多

忙，余杰始终坚持亲自为孩子们辅导功课。

在该市将军山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拿到

“青创贷”资金后，85 后负责人余佑文积极

拓展茶叶种植规模、建设品牌旗舰店，带动

100 余户农户增收。

今年 5 月，湖北“青创贷”第三期项目

如期实施，新增授信总额达 15 亿元。截至

目前，咸宁市共办理 325 笔，发放贷款 0.67
亿元，累计为创业青年节约融资成本 690
万元。咸宁市财政局金融国际科科长罗映

介绍，眼下，该市“青创贷”联席单位正研究

制订 300 万-500 万元之间的贴息方案，以

期为更多有需求的小微企业提供更优质的

扶持服务。

一个地市共青团如何撬动5亿元“青创贷”

□ 谭 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带着孩子们上一堂“暑期预防溺水”主

题的美术课，为农村描绘色彩斑斓的墙面，

带领中小学生参观自动化兰花养育大棚，

体验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果⋯⋯

这个夏天，南京邮电大学共有 2000 余

支团队走出校园、走向乡村、走进企业、走

入基层、走上抗疫第一线，开展 2022 年暑

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在田间地头上了一节“思政课”。

革命故地寻根筑梦

大 学 生 志 愿 者 鲍 捷 带 领 该 校 通 信 与

信 息 工 程 学 院 “ 重 走 战 邮 路 ” 寻 根 筑 梦

团 队 ， 深 入 学 习 山 东 战 邮 历 史 和 南 邮 红

色校史。

1942 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山东

战时邮务总局成立。同年 4 月，在山东省莒

南县东甘霖村，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开办战

时邮务干部训练班，南京邮电大学的办学

前身便由此诞生。

团队成员张子慧边走边通过直播镜头

为大家讲述那段“战邮记忆”。

8 月 中 旬 ，该 校 南 邮 知 青 小 分 队 来 到

陕西省延安市，从张思德纪念馆到枣园革

命旧址，从清凉山脚下到宝塔山上，他们在

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里一睹将军荣光，在

延安革命纪念馆中高唱《东方红》。

熊慧是社会与人口学院“红柚芳华”社

会实践调研团的队长。今年夏天，调研团来

到了井冈山。最令熊慧难忘的就是急行军

和编草鞋实践课程。穿上亲手编织的草鞋，

同学们仿佛回到了那段闪耀着光辉的长征

岁月。

据了解，该校多个社会实践团队深入

南京市、莆田市、温州市、桂林市多地，重走革

命故地，探寻红色足迹、追溯红色记忆、访谈

红色人物、挖掘红色故事、体悟红色文化。

绘就美丽乡村“新图景”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

明德小学和新疆石河子市第二十九中学在

这个夏天迎来了一群“专业”的大哥哥大

姐姐。

今年是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七

彩假期，童心向党”支教团连续开展教育帮

扶活动的第五年。

团队指导老师高艳丽介绍，他们依托

专业优势，开发“双语”党课，同时将党史宣

传与文章、歌曲、演讲、书法、绘画等多种形

式结合，助力乡村教育事业发展，打通服务

农村留守儿童的“最后一公里”。

一幅幅图文并茂的墙绘，生动形象地

展现了江苏省南通市顾陶村乡村振兴建设

的美好风貌。

这是该校传媒与艺术学院大学生冒着

酷暑，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化身“手艺人”，

每天奔赴工作现场，有的准备画材、调色，

有的构图起形、勾线上色，用智慧和创意精

心装点顾陶村文化大舞台。

刘子墨是南京邮电大学波特兰学院的

学生。不久前，学院 15 名 师 生 在 江 苏 省 泗

阳 县 卢 集 镇 郝 桥 村 开 启 了 主 题 为“ 守 护

朝 阳 ，助 力 成 长 ”的 暑期社会实践。趣味

数学、趣味英语、消防安全、安全用电知识，

他们与留守儿童一起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

暑假。

与此同时，物联网学院“物联 E 行，问

道靖乡”智慧农业实践团深入江苏省靖江

市靖江现代农业园区，与农户深入交流，总

结行业发展现状，从专业角度为科技发展

提供建议方案；贝尔英才学院“夏日暖风柚

子服务队”到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教孩

子们识字、普及预防溺水小知识、分享学习

方法和经验。

这个暑假，南邮的师生们去往全国各

地，助力发展乡村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美

化乡村环境，提升乡风文明，讲述了一个又

一个关于乡村振兴的故事。

体悟祖国发展“新能量”

“江边的工厂迁走了，废水不直接往江

里排了，水更清了，鱼更多了。”唐熙鸿是电

子与光学工程学院、柔性电子（未来技术）

学院“点电之翠，柔光山水”团队成员。在四

川省宜宾市，他感受到了绿色生态的发展。

在 江 苏 省 盐 城 市 阜 宁 县 益 林 镇 蟠 龙

村，当地政府鼓励村民就近就业，因地制宜

在村里创办了一座手工坊。这让刚刚到访

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

学院本硕博暑期社会实践团的队长方栋百

感交集。他说：“我的家乡地处大别山腹地，

当地的情况和蟠龙村很相似！我要当好桥

梁 ，将 蟠 龙 村 的 发 展 模 式 和 经 验 ，带 回 老

家，希望家乡能发展得更快更好。”

为了解新时代中国青年在智能教育共

同体背景下的受教育情况，该校管理学院

“智遇·同行”团队在南京，对青少年群体

受到人工智能影响的方式、程度展开调查。

“在南京市科技馆，教育机器人为孩子

们开展教育工作的方式和他们对于人工智

能的适应度，深深地震撼着我。”叶思琪和

团队成员们看到了智能驱动教育创新发展

的新成果。

此外，该校地理 与 生 物 信 息 学 院“ 沐

雨 乘 风 ”小 队 赴 镇 江 市 丁 岗 镇 参 观 交 流 ，

共绘美好乡村；经济学院“兴饶柚行”暑期

社 会 实 践 团 前 往 江 西 上 饶 望 仙 谷 深 入 走

访，了解乡村建设给当地村民生活带来的

改变。

南京邮电大学：在田间地头上好“大思政课”

日前，团大连市普兰店区委联合区总工会、区

妇联共同开展了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吸引了全

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130 余名单身青年参加，为青

年搭建了交流共进的青春平台。

团大连市普兰店区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