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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融杭，新城崛起。在杭州市富
阳区银湖街道，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勾
勒出富阳区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东部新
图景。

美丽乡村，文旅融合。从提升人居
环境的美丽乡村项目，到树立乡村品牌
的标杆村建设。银湖街道加快“全域景
区化”的步伐，以点带面推出特色文旅线
路。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银湖街道美丽乡村的蝶变同样精彩。

拆改结合 共建共享
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俯瞰银湖街道核心区，拔地而起的
林立高楼全速推进区域城市化进程。

以 320 国道为界，核心区西侧观前
村周公坞自然村，村庄筹建的杭派民居、
居民新建的乡间别墅成为美丽乡村重要
组成部分，焕然一新的村庄面貌与日新
月异的银湖新城交相辉映，上演别样繁
华。

“村民愿意回来建房，主要原因还是
居住环境的改善。”银湖街道观前村党委
书记丁仲新介绍，由于村庄两侧的山地
上种满茶树，周公坞被称为富阳区的“梅
家坞”。但在 2 年前，优美的生态环境与
落后的村庄面貌形成鲜明反差。彼时，
一户多宅、一户多附、乱搭乱建问题严
重；家家户户建起高度超过 2 米的围墙，
禁锢了空间，隔绝了人心。

“转机也是在 2 年前，当时周公坞村
被选为富阳区第一批推进建设的新时代
美丽乡村。”提及往事，丁仲新历历在目，
他说，打造周公坞村美丽乡村，首当其冲
就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整村拆整中。党
员干部、人大代表逐一上门解释宣传、并
带头拆整。

随着项目不断推进，周公坞村的村
庄面貌不断改善，村民“要我做”的观念
悄然改变，最后变成大家“一起做”。“围
墙被拆除后，我们运用原石、矮木、竹篱
等元素，并就地取材，在原来围墙的位置

上种上村内到处可见的山花。”在周公坞
村，丁仲新指着被村民精心呵护的盆栽
说，从环境的改变到人心的改变，这便是
周公坞的浪漫所在。

开放式村庄，封闭式管理。目前，周
公坞村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进入尾声，并
已申请省A级景区村庄。周公坞村的宜
居环境，不仅局限于新建的篮球场、大礼
堂、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配套，封闭式管
理系统的搭建，还为富阳区新时代美丽
乡村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周公坞村的试点
经验。

据悉，在周公坞村进村门楼处与大
山岭公路处，目前均设有道闸及岗亭。

“门楼处安装了车辆出入口道闸、人员通
道、访客一体机、车辆识别系统。”周公坞
村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防控期间，该套
系统为村内防疫管理提供极大便利。

高质量提升城乡风貌，打造“全域景
区化”。据悉，今年，银湖街道还将持续
推进辖区大地村、东坞山村、千家村和新
生村等5个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盘活资源 树立品牌
打造美丽乡村标杆

一边是打造“茶香袅袅十余里·山花
浪漫周公坞”的周公坞村，另一边，发力
新时代美丽乡村标杆点建设的唐家坞村
正探索将美丽环境变为美丽经济的新路
径。

在唐家坞村党总支书记陈晓康眼
中，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是
将生态人居、生态环境、生态经济和生态
文化有机结合。“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村庄发展需要融入多元主体，才能盘
活各方资源。”陈晓康说，去年，唐家坞村
成为富阳区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美丽乡村
标杆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除了提

升村庄环境的拆整工作，提供更优民生
服务、走好强村富民路也是唐家坞村标
杆点建设的重点。

“美丽乡村标杆点建设过程中，我们
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项目能够顺利推进，
离不开区人大代表、街道议事会成员和
乡贤的帮助。”陈晓康说，为了能够高质
量推进美丽乡村标杆点建设，唐家坞村
还成立了由各领域乡贤代表组成的建设
研讨小组，遇到问题大家坐下来一起讨
论并形成决议。比如今年 4 月，唐家坞
村就召开了一起“未来数字”建设评议
会。未来，唐家坞村将投入智能灯杆、森
林防火热成像装置、水质检测等科技设
备，从而提升唐家坞村的数智治理能力。

根据规划，唐家坞村还将创建和完
善卫生服务中心，数字乡村建成后，可实
现第一时间掌握村民身体健康情况，并
进行精准服务村民。

以标杆点建设为契机，下好强链补
链先手棋。“早在 2018 年，村庄就通过招
引荣发农业、象山艺坊，探索新型农旅、
文旅产业的振兴之路。”陈晓康说，两大
产业的引进，每年至少能增加唐家坞村
村民和村集体收入 170 多万元。如今，
唐家坞新时代美丽乡村标杆点建设，加
速构建了唐家坞村以坑西温泉项目为核
心，以象山艺术坊、荣发农业为双引擎的
集农旅康养、餐饮民宿、文化艺术体验、
生态旅游于一体的产业生态格局。

串点成线 联动发展
推出特色文旅线路

近日，银湖街道金竺村千亩茶山间，
村内非遗馆完成主体建设。未来，它将
成为金竺村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要载体。

据悉，作为银湖街道的省级非遗小
镇，金竺村传承保留着高桥湖笔制作技
艺、油纸伞制作技艺两项非遗。近年来，
金竺村依托丰富的传统文化与传统产
业，走出了一条用好一杯茶、一把伞、一
支笔的特色发展道路。

“制作导岭湖笔和油纸伞目前已经

成为不少村民主要从事的工作，非遗馆
建成后，可以让特色产业在发展过程中
更好地传承非遗文化。”金竺村相关负责
人介绍，除了具备非遗展示功能，展馆建
成后，还将邀请油纸伞、导岭湖笔企业入
驻，促进研学发展。同时，依托紧挨展馆
的杭派民居项目资源，金竺村开始谋划
以非遗体验为主题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方
案。

“在非遗馆内，我们特别开辟以油纸
伞为主题的‘风雨伞，革命情’展览和以
湖笔为主题的‘真理笔，壮阔史’展览。”
银湖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银湖街
道而言，金竺村非遗馆是街道串联乡村
资源，打响区域文旅品牌的重要节点。
依托美丽乡村、全域景区化建设成果，今
年，银湖街道推出了一条红色研学线路，
该研学线路串联唐家坞村、坑西村、金竺
村 3 个行政村，将唐家坞的标杆村、未来
乡村、农文旅项目和坑西村的西岩温泉、
金竺村的非遗资源串联成线，推动红色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研学线路的推出，体现了党建引领
下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也进一步强化
了唐家坞村、坑西村、金竺村 3 村的地方
文化与党建特色。”银湖街道主要负责人
说，除此以外，街道纪工委还大力营造廉
政文化氛围，通过打造唐家坞的清风馆、
坑西的爱莲堂以及金竺的清廉伞，进一
步丰富了红色研学线路内涵。

山水与人文共生共兴，社会建设共
治共享。未来，银湖街道将继续保持发
展张力，为富阳区描绘现代版富春山居
图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打造美丽乡村 推进文旅融合

富阳银湖街道：高质量推进山水人文共生共兴
陆群安 余杨杨

（图片由富阳区银湖街道提供）（图片由富阳区银湖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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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发挥金融“源头活水”作用、认真贯彻浙江农商银行系统助力稳住

经济大盘工作要求，近期，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杭州管理部成立工作专班、出

台行动方案，启动全市农商银行系统“助企惠商——金融支持百万市场主体

融资畅通”专项行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受困市场主体倾斜。

力争全年新增企业贷款 400 亿元、个体工商户贷款 60 亿元，拓展首贷

户 6000 户，杭州农商银行系统坚守支农支小和服务实体经济主责主业，为

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提供“真金白银”支持。6月以来，已为个体工商户及企业

新增授信逾584亿元，惠及1万余户市场主体。

“政银”联动
推进融资破难

融资难，是拦在不少中小微企业面
前的一道坎。

今年 5 月底，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杭
州管理部迅速行动，主动对接杭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白名
单”优势，深度开展数据挖掘与全面摸
排，联合开展“信用融资破难行动”。同
时深化省县两级数据联动，地毯式”网格
走访，边走访、边放贷，满足沿街商铺、产
业园区各类市场主体金融需求。6 月以
来，杭州农商银行系统已走访市场主体

逾12万户。
“上次你们来我店里介绍的贷款还

有吗？”“放心！产品有，利率上还有新的
优惠！”近日，在临安街头，“橙心助商先
锋队”让杜女士安心不少，她的新店装修
可以如期推进了。

这是临安农商银行联合临安区小微
企业三年成长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开展的“橙心助商”专项支持活动，为辖
内正常经营且已申报 2021 年度报告、信
用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提供利率优惠的

“幸福·临商贷”，用心帮扶个体工商户增
强活力、拓展成长空间。

为有效摸清商户基础信息、经营情
况以及金融服务需求等，该行成立 30

支“橙心助商先锋队”，下沉一线，对大
街小巷的个体工商户开展“扫街式”走
访，采取“线下走访+线上审批”相结合
的模式，将金融服务传导至全区所有商
户。活动开展以来，累计向个体工商户
发放纾困资金逾 11 亿元。预计至今年
底，该行将投入 20 亿元专项资金，扶持
1 万户个体工商户，为商户节约成本近
5200 万元。同时对清单内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及货运企业，主动跟进并有效
满足其融资需求，计划全年拓展首贷户
800 户。

在杭州城区，杭州联合银行积极参
与杭州市工商联“助企纾困·走进金融”
专项活动，与杭州市其他八大银行结成
金融服务联盟集市，形成民企金融服务
产品“超市”，让不同的市场主体，有更多
的金融服务产品可供选择，进一步提高
企业融资便利度和可得性。该行还充分
运用与浙江省经信厅合作推出的“企业
码线上授权”项目，建立企业客户线上授
权体系。银行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企业信
贷需求，通过企业线上认证、授权，及时
受理，最快单笔业务完成时间可缩短至2
分钟。

担保赋能
畅通融资渠道

引导金融“活水”流向市场，政府性
融资担保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杭州农商银行系统持续扩大与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合作力度，对市场主
体给予担保额度、期限、费率等政策倾
斜,着力“总对总”批量担保方式，扩大政
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合作规模和覆盖面，
努力实现“见贷即保”。如杭州联合银行
计划本年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力争累计
发放 15 亿元，同时主动服务避险首办
户，引入政府性担保公司提供首保服务，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免保证金汇率避险产
品。

从市场实际需求中寻找业务创新的
切入点，杭州农商银行系统大力推广知
识产权质押、林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
股票质押融资等新型担保方式应用落
地，合理设置抵押率，扩大担保押品范
围，盘活市场主体无形资产，提高融资获
得率。

对此，千岛湖景区旅游有限公司深

有感触。随着旅游行业的逐渐复苏，该
公司计划对月光岛、三潭岛等三个景区
提升改造，却苦于资金周转难题。淳安
农商银行了解到情况后，积极对接沟通，
在该公司原有 2000 万元资金贷款的基
础上，对其公司名下“千岛心意”等 14 件
注 册 商 标 以 商 标 质 押 的 形 式 再 提 供
2000 万元资金支持，有效解决企业经营
难题。

创新服务
助送政策红包

“没想到政府为我们退的税，还能在
农商行申请纯信用贷款，真是解了我们
的燃眉之急！”连日来，淳安农商银行创
新推出的“留抵退税贷”将当地增值税留
抵退税的政策东风“吹”到纳税人心坎
上，位于淳安县的商辂丝绸公司便是受
益者之一。

推动政策红利从“纸面”落到“地
面”，也需服务举措“给力”。杭州农商
银行系统在用好用足普惠小微贷款支
持工具和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的同时，
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快推动政策直
达市场主体，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

淳安农商银行以企业可获得的增值
税留抵退税金额的 80%核定贷款额度，
向符合退税申领条件的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发放纯信用流动资金贷款，切实
为企业纾困解难。该行还创新推出“减
免租金贷”，对今年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减免 3 个月以上房租的房屋
出租人优先提供贷款资金，贷款利率降
至 4.05%，推动“租金减免”政策落到实
处。

政策红利升级，还需多主体协同发
力。杭州农商银行系统在走访中加强对
已出台政策的宣传解读，让更多市场主
体理解政策、享受政策红利。同时充分
发挥金融科技力量，深化多部门合作，积
极对接省市各级服务平台，助推涉企资
金兑付进度，共同推动政策红利加速转
化为发展实效。临安农商银行成立30支“橙心助商先锋队”，对大街小巷进行“扫街式”走访。 邹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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