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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一家物联网科技公司以智能

算法和云服务为核心，为厂商提供家电

一站式智能化解决方案，具备一定核心

技术。公司自2015年创立至今，已积累

了不少客户，其中不乏国内知名企业。

公司创始人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创业，初

始资金主要来自各方筹措，由于个人资

产积累不多没有抵押物，难以从银行获

得贷款。

宁波银行科技支行科技金融部接触

到这家公司后，通过科技企业专案合作计

划，向这家公司发放了100万元贷款，企

业由此迎来快速发展期，2019年销售额

预计将增加到1000万元，成功吸引到风

投公司关注并将获得注资。

作为宁波市第一家由本土法人银行

成立的以服务科技型企业为特色的金融

机构，宁波银行科技支行在成立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已与近60家科技型企业开展

合作，其中贷款合作企业约40家，向科技

企业投放贷款约6600万元。

2018年8月，宁波银行科技支行正式

挂牌成立。在宁波市科技局、鄞州区科技

局和总行指导推动下，宁波银行科技支行

迅速建立信贷风险基金池，签署相关合作

协议，为在区域内拓展科技金融服务奠定

良好基础。同时，宁波银行科技支行成立

科技金融部，组建一支专为科技企业提供

金融服务的团队。

科技创新型企业具有高素质核心

团队、高价值专利、轻资产运作和后期

发展潜力大等特点，但传统银行融资注

重抵押物或有一定实力的担保方，因此

科技创新型企业往往难以从银行获得

融资支持，即使能获得银行贷款，也是

额度小、利率高的信用类贷款，较难适

应企业特别是初创型企业快速发展期的

资金需求。

为此，宁波银行科技支行在总行支

持下，综合考虑企业发展及风险防控等

多方面因素，结合与鄞州区科技局、保

险公司三方共同签署的信贷风险池基

金，成功打造科技企业授信专案模式。

这一模式与传统授信相比，具有额度大

（最高可支持500万元授信），担保形式

灵活（抵押、保险公司保证、纯信用模式

皆可），融资利率低（风险池项下贷款利

率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10%）等特

点，完全可以满足科技型初创企业发展

前期的资金需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宁波银行科技支行将继

续以助力区域内科技型企业创业创新为

己任，增加科技金融部专业团队人员配

置，从科技企业人才、专利、技改方面配置

信贷额度，立足鄞州区，辐射宁波主城区，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壮大腾飞、扬帆出海注

入澎湃力量。

科技企业创业创新 宁波银行科技支行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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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门女将穆桂英、齐天大圣孙悟
空、憨态可掬的十二生肖……在宁波
镇海广电青少年中心的一间教室
里，阵列着上百个形态各异、栩栩如
生的泥塑面塑形象。这些精美的泥
塑作品，全是退役军人黄铁军捏出
来的。

2002年，出身湖北农村的黄铁军
参军入伍，成为海军水面舰艇部队的
一员。泥塑需要的工具简单，一团面、
几根有机玻璃棒就可以，入伍没多
久，黄铁军迷上了这门手艺。自己买
教材、工具，用单位食堂的面粉、蜂蜜
做成面泥练手，先从最基本的卡通造
型做起，再学复杂的人物肖像。2013
年，在一次军民共建活动中，黄铁军

来到了镇海俞范社区民族非遗文化
传播基地，在这里他找到了泥塑手艺
的平台。

2017年服役期满的黄铁军，面临
人生的重要选择，他思考良久，决定
留在镇海继续追梦。如今，黄铁军已
在宁波落地生根，不仅被镇海仁爱中
学、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等学校聘为
拓展课泥塑手工老师，还在镇海广电
青少年活动中心担任泥塑专业授课
教师。2018年，在俞范社区的支持下，
黄铁军成立了“黄铁军工作室”，致力
于传播泥塑、面塑技艺。

“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更多的人
去传承和发扬，转业后我选择创业，
从来没有后悔。”黄铁军说。

变手工艺人
自主创业传播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 樊莹 通讯员 王思
远）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江北文
教街道北岸琴森社区举办了“迎八
一，忆军情”观影活动，邀请辖区退役
军人观看电影《周恩来回延安》，重温
红色记忆，牢记初心使命。

退役军人刚到活动现场，就被社
区工作人员簇拥起来，为他们佩戴上
大红花，并送上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纪念卡片。在观影活动前，退役军
人高举紧握的右拳，再次喊响入伍前
曾许下的铮铮誓言。

“军旅生涯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虽然离开部队几十年了，但无论是在
工作上或是生活中，我还是按照军人
的标准在要求自己，继续发扬军人作
风，展现军人风采！”观影结束后，退役

军人纷纷表示。他们表示，将做到“退
伍不退志，退役不褪色”，继续发扬优
良传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当
前的生活和学习，做一名不忘初心、永
远听党话跟党走的革命退役军人。

近年来，北岸琴森社区致力挖掘
社区治理中“红色基因”，激励广大退
役军人牢记使命，珍惜荣誉，争当典
型。许多退役军人担当起社区志愿者
服务的“排头兵”，主动参与到社区建
设中来。此外，社区还活跃着一支由
退役军人和退休老党员组成的“巡河
护卫队”，定期巡查周边的河道，守护
碧水清波。

据悉，今年以来，江北文教街道
和下辖7个社区的退役军人服务站正
式挂牌成立。

免费为居民修理小家电，化身手工艺人传播传统文化

退役军人服务站 为民服务不“退伍”
7 月 30 日，镇海蛟川街道俞范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组织了辖区

内的12名退役军人代表，前往镇海某部军营参观交流。这是该服务站
组建以来，首次举办退役军人代表回军营活动。

“我们辖区内有33名退役军人，平常我们一直与他们都有联系，
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指导、政策宣传等专业化服务。”俞范
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专管员罗亚平告诉记者，7月初，俞范社区成立
了退役军人服务站，让辖区内的33名退役军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家。虽
然他们离开部队已经几十年了，但身上的那股军人气质和作风丝毫
没有褪去，依旧发挥着余热，为社区、居民尽一份绵薄之力。

最近天气炎热，许多居民家用小
电器也纷纷“中暑”，俞范社区居民施
善昌有时一天能接到好几个求助电
话。只要有居民求助，施善昌便会第
一时间赶去，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施善昌今年70岁，是一名退伍老
兵，他的热心肠是出了名的。“我是
1968年应征入伍的，当了3年的兵，在
部队里我学会了各种电器设备的维
修，退休后就发挥点余热，帮助居民维
修小电器，没啥大不了的。”面对记者
采访，施善昌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由于俞范社区的居民楼没有物
业公司管理，公共区域的电灯坏了没
人修理，热心的施善昌看到后，就主

动当起了维修工。久而久之，大家都
知道社区里有这么一位维修达人，家
中有什么损坏的小家电也会找他帮
忙修理。2011年，在俞范社区的牵头
下，“零距离”维修队应运而生，施善
昌担任队长，五六位懂维修的居民也
加入其中。

“一般找我们维修的大多数是老
人，年纪大的人比较恋旧，东西坏了舍
不得扔，就想着修，老人家心比较急，
所以我们只要接到电话，就会第一时
间赶过去帮忙修理，所以就取名‘零距
离’。”施善昌说，“零距离”维修队是免
费为群众服务的，只收取零部件的成
本费。

在俞范社区，有一位擅长丹青的
退役军人姚旭初，不少居民家中墙上
挂着的字画，就是出自姚旭初之手。

1983年，姚旭初从东海舰队退役
转业到镇海炼油厂热电站工作。2006
年退休后，姚旭初重新拿起了荒废多
年的画笔，并成了俞范社区书画联谊
会的副会长，与书画协会会员一起走
进学校、企业、军营、兄弟单位进行文

化交流，让社区文化成了对外宣传的
一张名片。在社区各类公益惠民文化
活动现场，也经常能看到姚旭初挥毫
泼墨的身影。

“一年我大概要画50多幅的画送
给居民，春节前还要写对联、福字，很
高兴大家能喜欢我的字画，有了居民
的支持，我写字作画的积极性就更高
了。”姚旭初说。

自学书法国画
用艺术宣传社区文化

社区邀请退役军人
观看电影重温红色记忆

“零距离”维修
一个电话服务送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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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李洁 文/摄

黄铁军教孩子们制作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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