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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持续发
展的活力之源。南阳中行聚焦难点、
痛点、堵点，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扎实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截至10月末，该行累计为3000余户
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超30亿元。

“我们结合南阳实际，多措并举
出实招，以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画好
金融和区域发展同频共振的‘同心
圆’。”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副行长姚
鹏表示。该行坚持躬身入局，积极
与政府、园区、工商联、行业协会、商
会等沟通对接，建立银政企三方参
与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扎实做好
企业“首席金融服务官”。今年以
来，召开银企对接会 30余场，接受
业务咨询、政策服务近千次，服务企
业客户超 500家，进一步扩大了中

行普惠服务的“朋友圈”。前不久，
南阳天润酒店急需资金，南阳中行
了解情况后，结合酒店经营淡旺季
等实际情况，制订授信服务方案，1
周时间投放贷款 1000万元，解了燃
眉之急。

南阳中行持续加强对地方特色
行业、专业市场的调研，制订批量授
信方案，依托线上“商E贷、税易贷、
E抵贷”+线下“农信担、信用贷”批
量支持行业客户。同时，持续加大
对“专精特新”及科创型小微企业支
持力度，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
应用，深挖小微企业融资供给“空白
地带”，努力实现普惠贷款精准投
放。今年以来，该行新增“专精特
新”、科技贷、科创贷客户近 50户，
金额近亿元，排名居系统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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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云缭绕，艾香扑鼻，身着云色长
衫的“小郎中”们手持艾柱熏蒸，轻拢慢
捻，神情严肃，俨然一副“小神医”姿态。

走进南阳市第一完全学校，中医药
特色随处可见：走廊墙壁上，药香弥漫，
美术学科和中医药有机融合。

“这是结合南阳本土文化，利用各
种中草药的不同色泽、不同属性进行合
理搭配，以中医药为‘颜料’，采用粘、
贴、拼、嵌等技艺，巧妙地将中医养生之
道与绘画艺术融为一体，精心制作完成
的‘南阳舰’拼图。”南阳市第一完全学
校小学部副校长苏琪介绍。

传承中医药文化，离不开薪火相
传，离不开教化育人。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凝聚毕生心
血著就经典名著《伤寒杂病论》，成为
“众方之宗，方书之祖”。2023年，这片

土地上的医者仍遵循着仁厚朴实的行
医之道，“信中医、学中医、爱中医、用中
医”的传统涵养着中华文脉，医药文化
在医圣故里开枝散叶。

“南阳是医圣的故里，医圣精神和医
圣文化刻在每个南阳人、每个南阳学子
的骨子里，我们将中医药融入教育中，让
孩子不仅在书本上学理论知识，而是去
看、去摸、去种植、去采摘、去实际参与中
医药的每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把中医
药文化的种子，种进少年的心田。”南阳
市第一完全学校小学部校长王建说。

步入“仲景百草园”，艾草、菊花、射
干、紫苏等几十种中草药在阳光下愈发
生机盎然，学生们零距离了解中草药种
植的条件、不同中草药的种植方法等，
从“泥土气息”的课堂中体验生命活力，
一根根“苦药材”从泥土中露出“身姿”，

弯腰捡拾、分级，感受中草药的神奇和
种植的喜悦。

南阳全方位多渠道弘扬中医药文
化，坚定不移为“走出去”铺实路基，耕
耘“一节一坛”品牌建设，把张仲景医药
文化节和仲景论坛办得有声色、有影
响；创新中医药文化传播形式，常态化
开展“仲景中医药文化夜市”“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使中医药文化浸润当地各
方面、各领域。

前不久，南阳印发的《南阳市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可谓掷地有
声：打造“全球中医圣地、全国中医高
地、全国中医药名都”，建设全省中医药
文化传承发展中心，推动南阳中医药事
业、产业、文化高质量发展。“传承、创新
的目的还是服务于百姓，让古老的中医
药发挥更大的价值”。

徜徉在仲景养生小镇，各种医圣
文化碑刻立于此间，将仲景养生观念
亮相于世人面前，让来此的游客体悟
传统医药的神奇力量。

作为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依托西峡浓厚的历史沉淀和
文化底蕴打造的仲景养生小镇，承托
着西峡希望向全国传递的重点文化
之一——仲景养生文化。

仲景养生小镇工作人员赵玉玉
介绍，每天仅接待游客就约 200人，
而来此的游客更多是希望可以了解
详细的医圣文化，得到养生文化的沁
养。“医圣是我们本地人的骄傲，南
阳本地人都能聊几句医圣的故事，而
外地的游客并不了解，我们就以讲解
医圣故事为主。”

药食同源之说在我国的历史悠
久，张仲景“祛寒娇耳汤”的故事一直
在民间广为流传。作为中国传统的医
学知识与烹调经验相结合的产物，药
食同源之说的精髓在于“寓医于食”。

凭借深厚的养生文化，以及以此
建成的养生主题商业街，仲景养生小
镇将以古香古色的“高颜值”刷新西峡
旅游线，未来将成为西峡全域旅游发
展的重要支撑和豫鄂陕三省接合部、
城市新区文商旅一体化的重要养生基
地，同样成为一处能够铭记和镌刻城
市历史文化的新地标。

这也将推动南阳中医药发展工作
再上新台阶，为南阳市打造“两地一
都”和“河南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
心”作出积极贡献。

教化育人 传承中医发展根基

初冬，燕岗村巷道上显得有些冷
清，偶尔从村落中传来的几声犬吠，
为这座小村落添了几分生气。不远
处，村民马花萍拿着木头耙正在翻晒
玄参。这对于已经68岁的她来说，是
一份既不用外出太远，又轻松自由的
“优质”工作。

每天上午7点，马花萍开始劳作，
一直到中午11点结束去吃午饭，时间
自由，累了可以自己选择去休息，最重
要的是离家近。如今，马花萍每年能
拿到将近 2万元的工资，相比于数年
前，她感到非常满意，“日子太美了”。

马花萍是燕岗村向日葵中药材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之一。在燕
岗村，像马花萍这样加入到合作社干
活的村中老人还有50多位。

向日葵合作社理事长沈文武介
绍，如今的合作社带动镇、县及周边县
市2000余户，现有社员280余人，从刚
开始的700亩到如今发展中药材6000
余亩，社员增收了，村民生活改善了，
笑容也变多了。

燕岗村只是南阳中药产业发展的
其中一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阳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建设全国优质中
药材种植基地和全国重要的中药制药
生产基地，推动中药材产业走向全国。

辛夷、杜仲、桐桔梗……数百种
采自素有“天然药库”美誉的伏牛山
的中草药标本，铺满仲景宛西制药展
示大厅的数面墙体。

“曾经的‘小工厂’，到现在一步步
成长为大型产业化集团，中行的帮助
不可或缺。”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孙元贵介绍，从 2005年
合作至今，中国银行一直支持仲景宛
西制药发展壮大，结合企业不同时期
的发展需求，通过流动资金贷款、项目
贷款、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为企业添
力赋能。此外，中行还提供了日常结
算、外汇业务、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
满足了企业多元化金融需求，是企业
成长路上的优质“伙伴”。

踏入药益宝车间，浓郁艾香扑鼻

而来，艾草原料包堆积如山，一排排
艾柱、艾绒加工设备隆隆作响，深处
的展厅则摆满艾条、枕头、护腰等琳
琅满目的产品。药益宝负责人刘冰
介绍，药益宝依托电商平台，带动本
村村民 126户开展以艾制品交易为主
的电商业务。“1+1”结对帮扶 3个村，
64 户贫困户年实现户均增收 8000
元，带动附近村民 3000多人实现家门
口就业。

两年来，药益宝创建了“南阳艾”
艾叶收购储存专属基地，有效保障了
企业加工需求和原材料品质；南阳艾
草产业链日趋完备，成为全国最大的
艾草收购集散地和艾产品生产基地，
“世界艾乡”品牌在中国艾产业发展大
会等活动中逐渐被叫响。

天然药库 擦亮世界中医之窗

药农经济 助农增收有“良方”

古今贯通 绘就时代文化新符号

南阳艾草产业链日趋完备

采药人脸上洋溢着喜悦 中医药社团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研习艾灸

良方频出惠民生 医圣故里焕新彩

推开医圣祠大门，
古碑列道，殿阁俨然，
葱葱郁郁间，透露出历
史的古朴凝重。

医圣张仲景塑像
两侧，始祖岐伯、神医
扁鹊、药王思邈……中
医药似一位矍铄清朗
的老先生，一袭长衫，
背筐而立，一站就是几
千年，为后世留下无数
奇妙动人的瑰丽传说。

2021 年 5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
阳市先后考察医圣祠、
药益宝等地并强调，要
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
展工作，积极推进中医
药科研和创新，注重用
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
学原理，推动传统中医
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
相促进，推动中西医药
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
优质的健康服务。

“新故相推舒画
卷，丹青妙手向翠峰。”
自此，南阳在“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
健康服务”的指引下昂
首阔步。如今的南阳，
正大力推进中医药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仲
景、正骨、艾草”三张南
阳中医药的名片可谓
熠熠生辉。

中医有良药，南阳
有何“方”？11 月 15
日，郑州报业集团“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
寻访之旅”抵达第四站
南阳，利用三天时间，
走村串户、进厂入企，
探访南阳在中医药高
质量发展上如何“守正
创新、传承发展”。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石闯
宋莹玉 梁宸瑜 舒晗
苏立萌/文 唐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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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南阳分行：

金融助力“强肌体”
画好发展“同心圆”

11月的清晨，朝阳冉冉升起，行走在伏牛山山麓深处，阵阵药草香迎面
扑来，一片片中药材种植基地映入眼帘，党参、苦参、芍药、射干……药农们
正俯身劳作采收各种中药材。“丰景”背后，离不开中国银行的金融支持。

“从20亿发展到现在过百亿，成为河南中医药龙头企业，中行功不可
没。”宛西制药董事会秘书孙元贵感慨地说，小到药材种植，大到产品研发，
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中国银行南阳分行的鼎力相助，为企业“大跨步”
注入了“强引擎”。中国银行南阳分行紧扣地区发展定位，把脉特色产业，
探索金融“良方”，不断加大信贷投放、聚力乡村振兴、强化普惠共享、提升
服务水平，为实体经济蓬勃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苏立萌 见习记者 孙雪苹

生于西峡、长于西峡的中药企
业——宛西制药，是全国最大的浓缩
丸生产基地。“曾经的小工厂，一步步
成长为大型产业化集团，中行的帮助
不可或缺。”孙元贵介绍，从2005年合
作至今，中国银行南阳分行结合企业
不同时期发展需求，通过贷款、发债、
结算、外汇、代发薪、现金管理、理财
等全方位金融服务为企业添力赋能，
成为企业成长路上的“好伙伴”。

与此同时，“小艾草”也在金融

“养分”精准滴灌中生机勃发。南阳
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艾制品加工销售，是农业产业化省
重点龙头项目，带动周边群众 3000
多人增收致富。在南阳中行的支持
下，企业完成制绒车间技术改造、制
绒生产线更新，还引进了新型环保
高效脉冲除尘设备，提升了艾绒档
次。董事长查洪付表示，有信心把
南阳艾草品牌做大做强，让艾草成
为实现农民致富的“黄金草”。

助力中医药产业“枝繁叶茂”

南阳卧龙区潦河村青瓦白墙的
农家小院，四通八达的连户道路，鲜
花环绕的文化广场，飞鸟蹁跹的村
畔湿地，如诗如画、美不胜收。这正
是中国银行南阳分行致力于乡村振
兴事业的生动实践。

在波澜壮阔的乡村振兴事业中，
中国银行南阳分行深入践行金融报
国、金融为民理念，汇聚全行力量、实
施全程发力，努力让群众全面受益。

2020年，南阳卧龙区拟统筹实
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南阳产投
集团就推进方式、合作模式等方面
开展对接。南阳中行在得知消息后
主动介入，与区政府、南阳产投共同

研讨项目方案，通过采取PPP模式，
形成了卧龙区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
设 PPP项目雏形，并获立项批复。
该行优化授信方案，省市行联动沟
通、联合作业，迅速下发授信批复，
南阳中行是首家为该项目批复贷款
的金融机构，已累计放款超 1.5亿
元，有力支持了项目建设。

预计来年，在中行的支持下，将
完成新建通村道路150千米、村内道
路260千米、桥梁118座，绿化19万平
方米塘堰，河沟清淤166千米，新建文
化广场8万平方米，同时可解决15万
农村人口的供水和污水处理需求，
“绿水青山”将惠及卧龙区1/5人口。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

护航中小微企业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