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1日讯 今天，记者从
省财政厅了解到，在省财政厅贴息
贴担保费等强力政策的支持下，省
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紧急会商
省农业银行，迅速推出了“惠农担—
救灾贷”担保融资新产品。

“惠农担—救灾贷” 是一款专
门支持抗灾救灾的担保融资金融

产品，主要为开展生产自救提供担
保融资贷款服务。据记者了解，该产
品融资成本低，银行利率上浮不超
过10%，省财政投入，按同期基准利
率的50%给予贷款贴息， 并对担保
费率补贴1%，使得客户获取贷款的
年综合成本低至3.41%。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尹志伟

本报7月11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慈善总会获悉，在
“洪水无情·聚爱三湘” 第四
场慈善捐赠仪式上，9家爱心
单位共捐赠价值460多万元
的款物。

获捐的460多万元款物
中，善款为103万元，物资价
值360万元。其中，广汽菲亚
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捐
赠现金100万元，澳优乳业集
团捐赠价值150万元婴幼儿
奶粉， 湖南望达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捐赠物资价值
100万元。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於婉璐

通讯员 宋显达

本报7月11日讯 今日下
午，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行
“献爱心、送温暖”抗洪救灾募
捐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韩永文，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谢勇、 李友志、王
柯敏， 省级老领导高锦屏、蔡
力峰出席，省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彭宪法主持。

7月7日， 省人大常委会
发出了《致全省各级人大机
关、 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者
的倡议书》，号召全省各级人
大机关、 人大代表和人大工
作者慷慨援手。

据统计， 此次募捐活动
共筹得善款132万元。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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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 西瓜无疑是
市民解暑首选。近日，有市民
反映， 长沙市场上的本地西
瓜品质参差不齐， 自己偶尔
会买到看似新鲜成熟、 吃起
来却淡而无味的西瓜，“这是
被暴雨泡过的西瓜吧？”

专家表示， 近段时间长
沙雨水过多， 西瓜因为没有
充足的光合作用，糖分不足，
从而降低了口感，“这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西瓜的销售”。

市场：本地西瓜“遇冷”

本地果农严航兴最近十
分闹心， 前不久的暴雨让他
105亩果园变成“水园”。近70
亩葡萄、 无花果和西瓜全被
水淹，“损失最严重的是西
瓜，泡在水里的西瓜浮上来，
太阳一晒就全裂开了。”严航
兴介绍， 本来马上就能有收
成的12亩西瓜， 除了暴雨中
紧急抢收的部分， 其余的近
乎全军覆没。 尽管他已经对
紧急抢收的西瓜进行了消毒
灭菌， 但对于销售前景仍然
忧心不已，“被雨水泡后影响
口感而且很难出手”。

如他所料， 暴雨之后的
本地西瓜市场表现颇为尴
尬， 某些商店或摊贩很少乃
至没有进货。11日下午，在竹
山园的农贸市场里， 记者看
到， 只有三家店铺有售本地
瓜， 价格在每斤2元至2.5元
之间。

“消费者不买账。” 银港
水晶城附近一家水果店主告
诉记者， 被雨水浸泡过的本
地西瓜口感不大好， 所以没
有进货。 竹山园附近从事水
果生意的许保国则劝记者最
好少买，“六七月份长沙雨天
居多，光照不足西瓜不会甜，
更别说那些在洪水中抢收出
来的西瓜。”

市民：
既重口感也要安全感

某水果便利店一朱姓
老板告诉记者，受洪水影响
本地西瓜产量锐减，从而带

动了外地西瓜需求量的增
加，其价格也跟着上涨，“今
年的发货价都快赶上去年
的市价了。”

对本地西瓜， 消费者是
什么反应呢？“比其他品种要
便宜些。”长沙市民赵女士前
些天买了个本地西瓜，“结果
发现口感不正， 有被水淹过
的味道。”

也有不少“吃瓜群众”
在意“吃瓜”的安全感。在听
说洪水可能会给西瓜传染
细菌后，市民刘先生便对雨
季中上市的本地西瓜惟恐
避之不及，甚至还要求家里
人不要买。

部门：
西瓜染菌是夸大之言

“连日来的暴雨导致很
多本地西瓜绝收， 产量锐
减，”长沙市农委会科技教育
处处长夏礼明介绍， 本地西
瓜大多数都是采取大棚避雨
栽培，自然成熟，比外地西瓜
要好吃。当然，由于近段雨水
过多， 个别露天种植的本地
厚皮西瓜可能在口感上会受
到一定影响。

长沙市农产品质量监测
中心主任易泽夫告诉记者，
部分西瓜口感不佳， 可能还
是受到气候影响， 由于西瓜
受到的光合作用较少， 没有
形成足够的糖分所致。 对于
市民“西瓜可能会受到洪水
感染”的担忧，他表示，并没
有市场传言的那么夸张。西
瓜其实经不起水泡， 泡的时
间太长，会让西瓜变质。久泡
雨水的西瓜也很难撑到上
市，“超过24小时， 基本就会
裂开。”

他同时告诉记者 ，西
瓜是重点监测对象， 通过
以往的检测数据来看 ，长
沙市场上的西瓜质量是有
安全保障的。 如果市民有
疑问， 可将西瓜送到长沙
市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进
行检测。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邓欣宜 贾慧萱 张欣

6月下旬以来，特大强降雨接
踵而至，湘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
湖南出现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辖内包括
宁乡支行等14家网点被淹， 形势
十分严峻。为应对洪涝灾情，光大
银行长沙分行行长罗方科紧急召
开防汛抗灾会议，科学决策，防救
结合，众志成城积极自救，全力支
援湖南防汛抗灾， 目前已取得阶
段性胜利。 银行累计向灾区输送
救灾资金及物资50余万元， 用实
际行动彰显了国有银行的担当。

科学统筹，精准防汛抗灾

6月30日，暴雨骤至，罗方科
紧急安排部署防汛抗灾工作，成立
分行及区域行防汛抗灾领导小组，
并表示“把防汛抗灾工作作为当前
压倒一切的重大任务”，动员全行上
下团结一致，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基
础上，积极展开自救和他援，最大程
度减少国家财产损失。

6月30日至7月8日， 罗方科
先后10余次组织召开防汛抗灾会
议，分行领导小组一天一小会、一
天至少一巡查，时时上报汛情，科
学统筹指挥抗汛救灾。

在防汛一线， 光大银行长沙分
行所有员工主动搬砖、扛沙袋，抢救

大雨中的营业厅设备， 并安排专人
24小时值班，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6月30日起， 光大银行望城支
行作为后盾单位支援抗洪救灾工
作，先后驻点乌山镇黄花岭村和乌
山八曲河村24、25段，全行6名男同
志全部上堤轮流值班，连续数夜不
眠，帮助疏散人群、抗击洪水。

慰问救援，让党旗飘扬

为全力支持一线防汛抗灾，7
月1日起，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党委
及各基层党支部组织实施援助慰
问， 累计投入救灾资金及物资50
万元，慰问受灾社区8个、村镇15
个， 与守堤防汛干部群众携手同
心共渡难关。

光大银行宁乡支行虽自身受
灾，仍积极参与救灾，组织干部员
工绕路4小时，于7月3日凌晨将第
一批面包、 饮用水等物资送到流
沙河镇受灾群众手中， 并购买10
余万元的消毒液、花露水、纯净水
等紧缺物品，送往金洲、坝塘、沙
田等乡镇，还建立防暑、防病、杀
菌消毒等防病防疫品发放点。7月
6日， 光大银行浏阳支行携带7辆
卡车运输150吨水泥赶往浏阳普
迹，用以支持受灾地区的重建。

■通讯员 陈翔 记者 潘海涛

本地西瓜吃出“洪水味道”？太夸张！
“吃瓜群众”：本地西瓜不好吃染细菌 专家：个别品种口感有影响，但安全无虞

这一场超过1998年的洪水，直接给长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西瓜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瓜农严航兴也不会
是受灾最严重的那个。

被瓜农抢收的西瓜也不可能完全躲过被雨水浸泡的命
运，口感变差在所难免。但对受灾瓜农而言，最紧要的还是尽
快销售出去以减轻损失。

我们看到， 洪水过后各地群众积极自发捐钱捐物支援灾
区群众，可是却鲜有直接面向瓜农的援助。

特殊时期，如果作为消费者的你不慎“中奖”，请不要有过
多的抱怨。不妨笑一笑，吃点“哑巴亏”，权当作行了一次善。

7月11日，长沙巴溪洲水上乐园，工作人员在清理主干道上的淤泥。该洲面积约1200
亩，由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开发，于2014年10月1日对外开放。

记者田超 通讯员 杨嘉栩 摄影报道

巴溪洲
灾后忙重建

迎击暴雨大考 彰显责任担当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全力开展防汛抗洪纪实

手记

买到不好吃的瓜，权当行善吧

省级财政贴息贴担保费救灾金融新产品出炉

省人大机关
举行抗洪救灾募捐

460多万元爱心款物
送往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