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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一片绿
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

“抖音上刷到这里的网红悬崖秋千，
很酷，就心动了。”近日，25 岁的杭州小
伙小张与朋友们结伴而行，从杭州自驾1
个多小时直奔云上草原，虽然当天是工
作日，但是几乎每个项目都在排队。

“目前，我们景区非周末单日客流量
达到了 5000 人次左右，周末 8000 人次
左右。”云上草原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几年，景区充分利用“高山、杜鹃、湿
地、幽谷、水库、竹林”等特色资源，通过
保护性开发探索着从“绿水青山”到“金
山银山”的转化之路。

然而，项目落地之初，建设并非一帆
风顺。“我们是外地企业，实力背景都一
般，当时项目的启动资金就让我们犯了
难。”浙江云上草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丁颢说，幸亏有了中国银行一路的
大力支持，才有了景区如今发展的红红
火火。

“第一次来这个项目，道路未通，海拔
1168 米的山地，大家走一段、坐一段，走
走停停才到了项目腹地，虽然汗流浃背，
但实地看到项目、听了介绍，我们都很有
信心。”湖州中行相关负责人说，景区建设

之初就建立了与周边百姓共享、和谐发展
的共富理念，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在项目投入初期，中行省分行、市分
行就一路绿灯，竭尽全力支持企业发
展。2018 年，该行成功为云上草原批复
项目贷款授信额度2.5亿元。有了“金融
活水”的注入，云上草原启动建设步伐，
于 2019 年 7 月对外开放，仅半年便接待
游客30万人次。

之后中行更是一路“铁杆支持”。正
如中国银行湖州分行主要负责人所说，
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彰显使命担当，不
断创新赋能全域旅游发展。

2020 年初，项目投入运营不到半年
恰逢疫情暴发，企业经营受到了严重冲
击，中行坚定信心，想方设法给予企业二
期、三期建设资金支持。2020年，云上草
原扛住疫情压力，全年接待游客 60 万人
次，发展势头突飞猛进。2021年，旅游行
业依然面临较大压力，云上草原接待游
客仍保持逆势增长，达到了90万人次。

推开幸福门
谱写乡村振兴新故事

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不仅仅推动银行
资金与旅游资源在融合上“渐入佳境”，更
能进一步助力产业融合、带动乡村振兴，
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眼下，在山川乡高家堂村，依托云上
草原景区，对景区停车场、集散中心商铺进
行统一管理，仅停车费日均营收超万元。
从“一村富”到“村村富”，2021年，山川乡
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平均超过200万元。

游客来了，老百姓也坐不住了。山川
的乡里乡亲，不当老板就当工人。“早在项
目开发之初，我们就采用了竹林流转模
式，把原本不产生效益和荒废的竹林山地
流转给项目，为当地村民带来了第一笔租
金收入。”丁颢说，目前云上草原景区有
300 多名员工，一半以上就是附近的村
民。随着规模扩大，招收的员工数量还会
增加。

“不好意思，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90后创业者童丰，2021年在山川乡开办
了民宿丰生·川玉，就坐落在云上草原景
区脚下。这个暑假他遇到了“幸福的烦

恼”，频频“婉拒”前来的游客，民宿里聘
请的当地 10 个阿姨也是每天轮轴转，一
个暑假收入人均过万，他认为“真的是云
上草原这个好项目带来的实惠”。

青年返乡，助力乡村振兴。今年 6
月，中国银行安吉县支行与山川乡浪漫
青英荟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成立“山川
乡青年创富联盟”，双方以此次结盟共建
为契机，探索乡贤助力乡村振兴新机制，
对山川乡优质民宿企业提供普惠贷款，
进一步推动了当地民宿业发展。

村集体富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
鼓足了。数据显示，目前，云上草原直接
解决当地就业近 800 人，新增各类配套
商业网点 40 家。同时，各类项目的招
引，带动了当地住宿餐饮业等快速发展，
普惠金融的支持，让当地民宿、农家乐产
业呈现井喷式增长，现在山川乡共有民
宿（农家乐）300余家。

按下快进键
干出全域旅游新精彩

一子落，满盘活。
云上草原通过 5 年来的不懈努力，

初步形成了以“悬崖游乐+四季观光+高

山滑雪场+野奢酒店群”的业态集群，在
盘活生态休闲资源的同时，景区的“明星
效应”也辐射到了其他村庄、乡镇，带动
安吉全域旅游的蓬勃发展，汇聚起加快
乡村振兴的澎湃力量。

依托云上草原这样的大项目，山川
乡优化转让、合作、入股等交易方式，让闲
置资产与供需双方高效对接，船村的老村
委成为了云上草原配套的职工宿舍，九亩
村的闲置土地成了云町酒店⋯⋯

南方雪场不缺北方体验。建设至
今，云上草原滑雪场已经成为拥有 2 条
初级雪道、1 条中级雪道和 2 条高级雪道
的高端雪场，出门即滑雪的休闲方式丰
富了南方游客的冬季文旅产品，激发了
安吉冬季文旅市场活力。

一业兴、百业旺。从“网红打卡地”到
“冰雪新贵”，云上草原行进在文旅融合的
发展大道上，不断深化生态资源优势为产
业发展优势，推出更多在华东地区既叫
好、又卖座的精品文旅项目，实现优质业
态串珠成链，助力安吉旅游展翅腾飞。

做大“旅游+”“生态+”文章，眼下，
融于山水之间的露营基地、乡村咖啡馆
等乡旅新业态，在日趋成熟的发展理念、
日趋完善的管理机制、日趋丰富的政策
体系支持和影响下，在安吉乡村处处涌
现，方兴未艾，已成潮流。

一把“金钥匙”打开了致富门。作为
系统内首家绿色金融试点分行，湖州中行
也将继续厚植绿色金融，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助力更多的优质生态旅游项目建
设，全力把共同富裕这篇文章做大做好。

高温酷暑，挡不住游客们热情的步伐。连日来，安吉县山川乡云上草原

景区人头攒动，各种高空体验项目频频刷爆朋友圈，整个暑期景区客流量呈

直线上升，仅7月就接待游客近13万人次。

鲜有人知道的是，景区“爆红”的背后，和中国银行湖州分行有着一段深

厚的情缘。这幅生态画卷的描绘，离不开“金融工笔”的精心雕琢。作为目

前云上草原项目授信唯一合作行，中行安吉支行对该项目授信7.7亿元，目

前授信余额7.2亿元。

旅游业好比“火车头”，能够带动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全面发

展。如今，云上草原这节“火车头”，加满了中行

提供的“资金燃料”，正奋力奔跑在共同富裕的

大道上，努力以一域之光为安吉高质量建设

国际化绿色山水美好城市全局添彩。

安吉云上草原变成“网红”的背后

一把“金钥匙”打开致富门
杨斌英 潘颖秀

（图片由中国银行湖州分行、安吉县山
川乡云上草原景区提供）

避暑遛娃避暑遛娃，，尽享夏日清凉尽享夏日清凉。。

俯瞰云上草原，绿意无限。

彩虹滑草彩虹滑草

从贷款展期或续贷支持受困企
业抵御疫情影响，到发放低息贷款、
减免费用让利实体经济，再到支持
智能制造渡过资金难关⋯⋯今年以
来，杭州农商银行系统紧紧围绕浙
江农商联合银行党委战略部署要
求，持续发挥金融帮扶作用，优化信
贷结构，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制
造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

金融稳大盘，信贷助实体。在
杭州农商银行系统刚刚发布的半年
度 成 绩 单 中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6154.35 亿元，位居全市金融机构
第 1 位。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631.40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幅
16.33%，高于各项贷款增速，制造
业贷款余额1222.65亿元。

精准滴灌 高效转型
持续加码信贷支持

“有了这笔资金，今年的研发进度有
望进一步加快！”萧山区某生物医药科技
公司日前正在研发针对炎症、阿尔兹海默
症等疾病治疗的全新突破性靶向药，而药
品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铺垫。萧山农商
银行了解到其资金缺口后，迅速为其制定
了500万元的科技贷融资方案，这让企业
负责人激动不已。

计划支持重大基建项目专项资金20
亿元，单列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项资
金 60 亿元，支持智能制造和有机更新项
目，支持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提高制造业贷款
占比⋯⋯在萧山农商银行 6 月出台的支
持经济稳进提质 18 条举措中，服务实体
经济仍然是其重点。

助力实体经济在寻求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渡难关、谋转型，杭州农商银行系统
努 力 探 索 出 一 条 稳 企 纾 困“ 金 融 路

径”——
扩大普惠面，精准滴灌实体企业。杭

州农商银行系统充分运用好省、市金融综
合服务平台，为企业链接更多增信数据和
信息，通过优化智能授信模型，加大供应
链金融创新应用，推动融资供需精准对
接。同时，大力推行首贷户专项贷款利率
优惠政策，持续提升小微企业首贷、信用
贷款及中长期贷款占比。

立足县域发展，高效助推企业转型升
级。杭州农商银行系统强化金融支持社
会技术创新主体，支持其提升创新能力，
从而达到促进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目
的。在萧山，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是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今年以来，萧
山农商银行实行智能制造、有机更新、上
市拟上市等企业名单制管理，积极对接

“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持续推进
“园区伙伴”计划，专门制定科技支行差异
化经营政策，创新推出“投贷联动——选
择权贷款”“区块链秒贷”等业务，提高产
品与企业的适配度。至6月末，累计投放

“有机更新和智能制造类”贷款 15.14 亿
元。

出大力 放大招
引导金融资源稳企纾困
在桐庐县横村镇，针织产业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不仅成为当地百姓的致富产
业，更是横村镇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针织行业出
现外贸订单量减少、产品无法正常出货、
应收账款回笼慢等问题。桐庐安豪纺织
有限公司就一度陷入资金困境。

桐庐农商银行了解情况后，及时与客
户取得联系，上门走访为其开辟绿色通
道。当天上午就对其追加特别临时授信，
发放党建联盟“针织贷”贷款100万元，无
担保无抵押。

为让疫情之下的市场主体得到更多
实实在在的优惠，自今年 4 月中旬，桐庐
农商银行便推出“金融纾困八条举措”，建
立25亿元专项纾困贷款资金，推出“纾困
贷”专项产品，强化线上授信效率。推出
两个月内，支持当地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
宿、餐饮、零售、文化、旅游以及交通运输
六大行业 1278 户企业“纾困贷”，纾困金

额达5.13亿元。
余杭农商银行则大力推进“连续贷+

灵活贷”工作机制，充分运用“转贷资金”
“续贷通”产品，做到应续尽续、应转尽转，
降低企业转贷成本。对于受疫情影响的
存量贷款客户，承诺不盲目抽贷、压贷、断
贷，确保年末“连续贷+灵活贷”占企业流
动资金贷款比例不少于50%。

这是杭州农商银行系统锚定重点领
域与困难行业，加强金融支撑，支持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聚焦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
优先配置信贷资源，杭州农商银行系统用
好用足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和支农支
小再贷款，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同时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困难但有发
展前景的企业合理续贷、展期，调整还款
安排；坚持实质性风险判断，不单独因疫
情因素影响征信记录；帮助有续贷需求的
客户实行无还本续贷，最快当天完成，实
现续贷“零成本”。6月以来，实施延期还
本付息逾 144.74 亿元，其中对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住宿餐饮、零售、文化旅游、交通
运输等困难行业企业实施延期还本付
息逾9.44亿元。

减费让利 轻装前行
让企业更有获得感

为企解忧雪中送炭，金
融帮扶是企业保持生机
的源头活水。杭州农商
银行系统进一步落实减
费让利政策，办实事、见实
效，切实做到惠企利民。

免除企业客户转账、汇
款等结算业务手续费及开户手
续费，减免扫码交易、刷卡交易
等手续费，免除承兑汇票签发手续
费⋯⋯在全市农商银行出台的助力
稳经济举措中，减免相关服务资费举措
不约而同地出现，线上线下多渠道传导政
策优惠，助力降低企业支付和运转成本。

6月以来，实现企业和个人客户减免手续
费逾3293万元。

应降尽降，倾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杭州农商银行系统还从授信对象、还款方
式、定价优惠等多方面扩大降费范围，充
分发挥差别化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作用。6
月以来，实现贷款利息减免逾2.58亿元，
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如余杭农商银行
对制造业、“绿色”贷款、“三农”贷款、首贷
户等小微企业实施贷款利率优惠，面向个
人贷款客户发放3万张利率优惠券，计划
2022年全年减费让利1亿元以上。

减费让利再出实招，杭州农商银行
系统深化与政府融资担保合作，降低企
业融资担保费用，提升惠企服务质效。
如萧山农商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的年担
保费率不高于融资本金的0.8%，余杭农
商银行对人才类担保费低至融资本金的
0.5%/年，小微类、科创类担保费低至融
资本金的 0.8%/年⋯⋯多角度、全方位，
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助力实体经济轻
装上阵。

杭州农商银行系统：
全力以赴服务实体 助力稳住经济大盘

周 青 曹纯宁 周博苑 申屠晓欢

萧山农商银行走访辖内制造业企业，制定专项融资方案。 倪晨思 摄萧山农商银行走访辖内制造业企业，制定专项融资方案。 倪晨思 摄

余杭农商银行以知识产权为增信条件，
为辖内科创企业发放“小微/科创数贷”。

魏卓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