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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文件
 豫金发 〔2023〕93号 签发人:刘 荣

对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500号建议的答复

朱淘利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 “对乡村民宿加大金融扶持力度”的建议收

悉。感谢您对全省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与人民银行郑州中

心支行、河南银保监局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一系列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强化政策引领,鼓励产品创

新,优化金融服务,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助力乡村民宿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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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金融政策引领。省级层面制定出台了 《关于进一

步加强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的通知》《河南省

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困难行业

中小微企业贷款,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延期期

限,并采取下调利率、减免服务收费、调整还本付息安排、扩大

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为进一步强化金融

对文化和旅游行业的支持力度,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河南银保监局联合印发 《关于文

化和旅游行业金融助企纾困的通知》,提出运用展期、调整还款

计划等方式支持受困企业,创新文化和旅游金融产品,加大货币

政策工具的精准投入和定向支持等10项工作举措,全力做好文

化和旅游行业市场主体纾困帮扶工作。省有关部门指导洛阳市完

善 《金融支持住宿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 《促进文旅行业恢

复发展纾困扶持措施》,将民宿行业列为当地金融优先支持行业,

推动将民宿等受困行业纳入政府还贷周转金使用范围,引导金融

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帮助民宿行业渡过难关。

(二)开展文化和旅游领域专项政金企对接。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文化和旅游企业 (项

目)金融服务的通知》,梳理了包括乡村民宿在内的183个文旅

文创领域重点企业 (项目)融资需求清单,向省级金融机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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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组织各金融机构依据项目特色,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灵

活化和针对性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已投放

17.85亿元。

(三)强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尤其

是栾川县金融机构根据民宿产业特点,创新推出多种信贷产品,

解决抵押担保难题,切实降低贷款利率,满足民宿行业信贷需

求,服务县域旅游发展。指导栾川农商行制定 “央行再贷款—民

宿贷”贷款管理办法,利用人民银行再贷款,推出 “央行再贷款

—民宿贷”,贷款利率参照栾川民宿评级级别进行定价,对评定

后的贷主调整年利率。栾川农商行不断创新,陆续推出 “乡村振

兴”系列贷款产品,用于支持旅游景区内个体户发展个体经营,

累计发放 “福民快车” “民宿贷”3000余笔、金额10亿元。栾

川民丰村镇银行结合对重渡沟景区内民宿经营情况的总体分析,

优化推出期限可达10年的 “金色家园”升级产品,最高额度300

万元,已支持20多家民宿宾馆,同时配套制定 “按月付息、旺

季还本”的特色还款方式,最大限度减轻借款人还款压力。邮储

银行栾川县支行针对疫情不断优化产品,推出产业链贷款中的家

庭宾馆贷,额度由50万元提升至80万元。

(四)加大中长期信贷投放力度。指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

原则,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积极推广 “一次授信、随借随

还、循环使用”融资模式,根据民宿行业生产经营周期和金融需

求特点,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提高金融产品匹配度。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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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行将民宿主体贷款期限由1年延长为2年。农业银行栾川县

支行将存量农家乐贷款期限由1年期变更为授信3年,将还款方

式变更为一次性利随本清。邮储银行栾川县支行根据企业经营回

款特征,将原有1年期贷款调整为1年期、2年期、3年期。

二、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突出重点,精准

施策,加大对乡村民宿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解决企业融资中的

“堵点”“难点”“痛点”,推动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做好以下几

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金融政策落地落实。引导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好金融

支持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综合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

工具,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文旅行业特别是民宿行业的支持力

度,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困难行业和受困主体,切实降低民宿

行业的融资成本,减轻民宿经营户压力。

二是创新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引导各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内

外部信息资源,拓宽服务场景,创新优化融资模式,不断提升金

融产品服务民宿行业需求的匹配性。鼓励金融机构在普惠授信、

产品设计、风险防控等方面发力,持续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切实

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三是加强线上线下银企对接。开展文化和旅游领域专项银企

对接,增加有效融资供给,提升民宿企业融资可获得性。依托省

金融服务共享平台,持续开展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分专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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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张雅敏

联系电话:0371—69690871
联系单位: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