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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思明区家
庭教育支持体系虽然取得一些成绩，
但还是有进一步完善空间。委员们建
议建立以政府主导的家庭教育工作组
织体系，统筹社会资源共建家庭教育
支持体系。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政府
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家庭教

育提供便利服务。
思明区政协委员林艺滨建议，由政

府相关部门牵头，搭建平台，统筹社会
资源并分门别类，做好监管。委员郭常
斐建议，成立区级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委
员会，将家庭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提升的
范畴，有效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

本报讯（记者 张诗）近日，我市一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科技创
新再贷款政策支持，由厦门工行助力
获得5000万元营运资金贷款，降低融
资成本近 90基点。此外，厦门工行还
为该电子技术公司办理研发贷300万
元，企业端融资成本仅2%，缓解企业
融资难题。

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通过指
导支持辖内银行通过央行政策资金、信
贷产品和流程创新、银团贷款、“财政+
金融”工具等，为电子信息企业提供全
周期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为我市打造
电子信息产业万亿集群注入强劲的金
融力量。

“银团贷款”是近两年我市机构凝聚
合力，支持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的
创新方式之一。自2011年天马落地厦门
以来，建成和在建的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超1000亿元。这背后离不开源源不断的
金融助力。由厦门农行牵头，组建厦门天
马第8.6代新型显示面板项目银团贷款，
联合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工
行、中行、建行、交行等多家政策性银行
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共同提供132亿元
的银团贷款支持。

创新金融产品 缓解融资难题
“火炬积分贷”发布，服务于专精特新、国家级高新技术等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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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社区工作
思明区政协委员建议完善家庭教育体系，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

“ 双 减 ”背 景
下 ，政 府 、家
庭、学校社会

如何共同发力？思明区
政协课题组展开调研，
委员们建议构建完善
的家庭教育体系，推动
家庭教育支持体系课
程资源的市场化，增强
近邻保障能力，把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的任务
纳入社区工作。

记者戴懿

上期话题《打造特色
集市点燃城市烟火气》

江先生：每个街道可
以探索各自区域特色的集
市，并形成“一街一特色”。

吴先生：集市还可以
跟传统节日、法定节假日
相结合，以使节日氛围更
浓厚。 委员们建议增强家庭教育支持体

系的近邻保障能力，设立社区家长学
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把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的任务纳入社区工作；
统筹社区资源，提升社区内文化场馆、

运动设施的利用率。
郭常斐认为，可以发动社区的心理

咨询师、医生等群体担任家庭教育指导
义工，服务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等特殊
群体家庭，帮助他们做好家庭教育。

课题组还建议完善以家校为主
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中小
学家长委员会建设与管理，完善家
校沟通协调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追踪和反馈机
制。推动家庭教育支持体系课程资
源的市场化。将家庭教育课程资源
建设纳入各类社区教育、公益讲座、
亲子活动、研学活动中；成立区级家

庭教育课程资源建设中心，充分调
动家长参与课程资源建设的主动
性；将优质的家庭教育课程资源纳
入第三方特色课后服务。

郭常斐建议，邀请有丰富家庭教
育经验的家长录制视频，分享经验，再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广，“线
上+线下”交互，让没时间没精力到学
校、培训机构学习的家长也能受益。

由政府主导，统筹社会资源共同参与

课程市场化，线上线下交互学习

增强近邻保障，服务好特殊家庭

市民有话说

金融机构聚力
“贷”动产业集群发展

■瑞景社区开展亲子活动。（资料图） ■我市金融机构走访科技创新企业，了
解金融需求。（银行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海军 通讯员 管轩
刘清）近日，一笔信用贷款帮助厦门火
炬高新区企业——厦门天卫科技有限
公司解了燃眉之急。昨天，其财务主管
张小叶和其他40余家企业代表一同参
加火炬高新区管委会举办的“火炬积分
贷”产品发布会。天卫科技是“火炬积分
贷”的首批受益者。

火炬企业创新积分贷（简称“火炬积
分贷”）产品已于7月10日在火炬金服平
台正式上线，主要面向专精特新、国家级
高新技术、科技型和创新型小微企业，具
有线上标准化、门槛低、纯信用、额度高、
利率优、审批效率高等特点。

张小叶说，6月，公司通导遥卫星数
据应用融合平台项目立项，但研发资金
没有着落。这时，火炬高新区和厦门工
行向他们推荐了“火炬积分贷”。“申请
特别简单，只需简单填写资料，系统就
会给出授信额度，银行很快到企业做审
核，只用了5天时间，贷款就到账了。而
且利率仅为3.7%”。

高新企业和金融机构入驻火炬金
融服务平台后，企业填写资料，画像即
被推送至银行方面，银行审批完成，企
业即可在线上获取贷款，省时又省力。
随着一条条数据汇总上传、一幅幅画像

精准绘就，一个个信贷申请订单在平台
上“跑”起来，源源不断为企业纾困解
忧。银行方面向记者表示，“火炬积分
贷”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随借随
还，利率最低为1年期LPR上浮15个基
点。该产品上线短短一个月时间，已有
30余家火炬高新区科技企业申请，预授
信额度超过1.5亿元，截至昨天，已有7
家企业贷款成功。

“火炬积分贷”的出现，让科技企业

和金融资本穿越鸿沟，“链”在了一起。
近年来，为解决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资金
需求，火炬高新区建立了政银企对接工
作机制，搭建了火炬金融服务平台，引
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出台包括厂
易贷、税易贷和信易贷等系列惠企金融
政策，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园区中小微
企业融资便利度。截至目前，火炬金融
服务平台已集聚本地银行和地方金融
机构46家，上线186项金融产品和服

务，累计服务企业2138家，撮合放款金
额超280亿元，有效缓解高新区企业融
资难题。

厦门工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陈
苇表示，未来，“火炬积分贷”还将通过进
一步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更精准、
更早期地识别和支持具有成长潜力的科
技初创企业，对企业精准画像、精准滴
灌、精准培育，助力科技企业发展。

“企业创新积分制”如何打分
厦门火炬高新区推出的“火炬积分

贷”是“企业创新积分制”在金融服务领
域的具体应用。由科技部火炬中心推出
的“企业创新积分制”目前已在全国
133家高新区落地，厦门火炬高新区是
第三批实施单位。

科技部火炬中心从企业技术创新、
成长经营情况以及辅助指标等三个维
度，设定18个评价指标，技术创新指标
主要考核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包括研
发、科技人员、专利情况；成长经营指标
包括营业收入、净资产利润率等；辅助
指标包括企业资质、荣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