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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山水清越，修竹绵延，风
光明艳⋯⋯深秋初冬季节，放眼望去，一
幅幅产业兴、农民富、农村美的壮美画卷
在三衢大地徐徐铺展。服务“三农”正是
农发行拥有的独特优势，今年以来，农发
行衢州市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农发行浙江
省分行党委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衢
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动作为、先行先
试，金融服务迭代更新，不断优化创新举
措，争做服务山区乡村振兴“排头兵”，为
衢州加快建设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
倾力贡献农业政策性金融力量。

易地搬迁稳就业
守护“幸福安居”底色

风貌美、人气旺、农民富，是浙江省
山区26县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奔向共同
富裕的题中应有之意。为助力衢州市山
区六县跑出共富“加速度”，今年以来，农
发行衢州市分行累计投放支农贷款 108
亿元，同比增长 93%，投放量超该行过
去两年投放的总和；累计支持农村交通、
水利、人居环境改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等中长期项目 20 个。截至 10 月底，贷
款余额 205 亿元，较今年初增加 83 亿
元，增幅居全省农发行系统首位。

除险安居向未来。衢州市柯城区九
华乡是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历年多次

发生泥石流灾情，为了让村民远离地质
灾害威胁，柯城区政府开展地质灾害风
险区群众搬迁避让工作。农发行衢州市
分行第一时间与柯城区政府开展合作，
结合偏远山区下山安居、集镇老村有机
更新和新村民集聚等需求，推出“农
地+”模式，获批贷款 7.5 亿元，目前投放
3 亿元，支持柯城区政府打造九华乡乡
村未来社区项目。

据介绍，该未来社区项目建成后，可
帮助近 300 户农户搬离地质灾害风险
区，依托九华乡主打的“运动+休闲”美
丽乡村模式，搬迁农户可享受到运动休
闲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红利，在安居的同
时实现乐业。

异地致富生活美。走进龙游县首个
易地搬迁安置点——晨东小区，街市繁
华、交通便利、配套齐全。小区紧邻来料
加工中心，50 岁的朱阿姨在这里已经工
作5年了。朱阿姨是第一批入住晨东小
区的下山搬迁村民，眼下，她对“城里”的
新生活十分满意：“小区不仅改善了居住
条件，还解决了就业问题，我们在家边上
就能赚钱，还不耽误照顾孙子孙女。”

柯城区九华乡未来社区和龙游县晨
东小区是该行支持易地搬迁实现安居梦
的缩影。近年来，该行累计投放贷款
34.1 亿元，支持建成衢州智慧新城百家
坊未来社区、龙游县阳湖小区、翠竹小区
等多个搬迁安置项目，安置农户 7852
户，帮助 1.1 万余名居住在库区、高山等
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实现易地搬迁。

通过在安置小区周边规划来料加工厂、
农民创业园等，帮助农民转产转业，累计
新增就业8000余人，搬迁后闲置劳动力
全部就业，户均年收入增加至 10.7 万
元，较搬迁前增加6万元，达到地方平均
水平，走上了异地安居致富路。

绿色信贷做支点
厚植“生态共富”底色

农发行衢州市分行负责人表示，该
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认真贯彻落实人行衢州市中心支行
和衢州银保监分局工作部署，主动融入
国家绿色金改试验区建设，做优做实生
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
章”，努力撬动农业政策性金融“生态共
富”支点。

废旧矿区变身矿山公园。走进常山
县辉埠镇矿山公园，站在观景平台上远
眺，山脚下是大片绿色水田。“不用再担
心半夜被爆破声惊醒，不用再望着灰蒙
蒙的天发愁，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可真是
越过越有滋味了啊！”常山县辉埠镇宋畈
村的王大伯看着改头换面的矿山，笑容
分外灿烂。从漫天弥漫的粉尘到一孔孔
立窑拆除，一片片矿山复绿，常山县辉埠
镇甩掉了“灰埠”的旧帽子，也铭记了农

发行人的真诚和汗水。农户搬迁、轻钙
企业收储、土地复垦建设,农业政策性金
融的“绿金活水”持续支持着常山的绿色
崛起。

农发行衢州市分行累计投放贷款
4.42 亿元，用于辉埠镇废旧矿区生态修
复，新增耕地 1856 亩、粮食产量 1100
吨。同时，整治收购片区内18家生产率
低、污染严重的轻钙和石灰钙企业，安置
矿山开采爆破范围内农户 120 户，安置
房人均住宅面积 100 平方米，居住条件

和环境大为改善。
新建的辉埠镇矿山公园被打造成

“科普教育基地、科研教学基地、文化展
示基地、环保示范基地”，提供了一个集
旅游、科学考察和研究于一体的场所，已
累计吸引游客10万人，带动村集体经济
增收100多万元。

农发行“绿色银行”品牌凸显，常山
县辉埠镇矿山从漫天粉尘摇身一变为绿
色世界、花的海洋，让百姓在家门口“森
呼吸”⋯⋯

竹林里飞出“金凤凰”。享有“浙西
竹库”美誉的龙游县，竹林资源面积达
43.2 万亩。近年来，由于传统竹加工业
存在粗放经营、效益低下、污染严重等问
题，龙游竹产业发展日渐式微。农发行
衢州市分行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围绕
竹资源做文章，累计投放贷款 1.3 亿元，
助力打造全竹绿色循环产业制造项目。

据测算，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利用竹废
料26万吨，产生余热供气57万吨，可节省
标煤5.9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8万
吨。同时，该项目将惠及竹农2万余人、新
增就业岗位2000余个、人均年增收1.5万
元，切实将绿色资源转化为绿色收入。

服务模式勇创新
擦亮“产业富民”底色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实现
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础。

在龙游，群山耸翠、秀水环绕、花木
葳蕤⋯⋯这几年，为改善当地农村人居
环境，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龙游县着力建设超
级版美丽乡村大花园士元实验区。农
发行衢州市分行积极在项目谋划阶段
创新“农地+产业导入”模式，提供 10 亿
元贷款支持，做好 4 个行政村共 14 平
方公里“山水林田湖草路人房”等各种
要素一体化打造的资金要素保障，累计
复 垦 建 设 用 地 66.76 公 顷 ，垦 造 耕 地
200.54 公顷，流转土地 2 万亩，拆除 34
家高污染养殖场和化工厂，修复污染土
壤 32 公顷。

“从前的‘矮、旧、小’变成了大新房，
从前零星分散的土地现在整齐地种上
了黄茶，好多年轻人都回来做起新型农
创客。”龙游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行“贷”动美丽乡村建设致富链，实现
了土地整治与农业特色产业的有机融
合，增进民生福祉，带动村美民富产业
强。

“绿金活水”汩汩来，乡村振兴展新
颜。在衢州市“两个先行”的新征程上，
农发行衢州市分行奋力谱写服务“三农”
新篇章，让三衢大地的“绿水青山”更秀
美、“金山银山”更亮丽。

（图片由农发行衢州市分行提供）

当好乡村振兴排头兵 助跑山区共富“加速度”
农发行衢州市分行谱写服务“三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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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县首个易地搬迁安置点——晨东小区俯瞰。龙游县首个易地搬迁安置点——晨东小区俯瞰。

共同富裕的金融力量共同富裕的金融力量

常山县辉埠镇整治后的矿山公园。

龙游县文成小区安置房项目现场调研。龙游县文成小区安置房项目现场调研。

注入金融活水
做大做强文旅项目
近年来，工行温州分行根据

浙江银保监局提供多样化金融
服务，充分盘活知识产权、景
区收费权、项目收益权等无
形资产，创新动产质押贷
款，促进文化和旅游行业恢
复发展的工作要求，发挥金
融科技优势，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作为开展金融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推动文旅消
费提质扩容、打造文旅强市不断贡献
力量。

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是明朝开国
元勋刘基故里，已列入“152”省市县长
一把手工程——“文成现代文旅康养项
目”落地于此。该项目总占地约 257.3
亩，以刘伯温文化为背景，致力于打造
旅居产品、东方学院、研学基地、星级度

假酒店为一体的综合健康休闲度假区，
预计总投资额近11亿元。

“这个项目之所以能进展得如此顺

利，工行温州分行的金融支持功不可
没。”在如火如荼的施工现场，该项目

相关负责人对工行温州分行的工作
表示了极大的认可。

据悉，在该项目立项初期，工
行温州分行就对此投以极大的

关注。为了能快速落地对该
项目的金融支持，成立专项
攻坚小组，积极加强银企沟

通和对接，上下联动，最终为
该项目争取到授信金额 6.5 亿

元，为温州打造浙南养老服务高
地、全省养老服务标杆区注入金融

活水。
温州市洞头区的海霞基地是国家

级国防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省级
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基地建设将推动
洞头进一步整合提升旅游资源、打响海
霞文旅品牌，为这座“海上花园”高质量
发展夯实基础。

工行温州分行积极响应温州银保
监分局推进“红绿添金”专项行动，围绕
各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特色，倾斜金
融资源，为红色文旅提供金融支撑的工
作引导，积极参与洞头海霞基地建设项
目的融资工作，工行洞头支行行长更是
全程参与项目申报、审批等流程。工行
作为牵头行，为海霞基地银团项目贷款
授信 1.9 亿元，其中工行授信金额 1 亿
元。

赋能金融科技
做活做新文旅产业
文旅行业是增强人民幸福感、助力

民生补短板、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经济
动能。

今年以来，工行温州分行持续出台
系列措施，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方案、强
化政策引领、共建生态圈等方式，激发
文化和旅游投资、消费潜力和活力，为

构建温州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提供了有
力的金融支持。

温州鹿城区的南塘商业街是集城
市公园、餐饮娱乐、休闲购物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型城市文化休闲商业旅游
区。落地数字人民币消费业务后，将有
效刺激这条“文旅街”的消费量与客流
量。同时，工行温州分行将以南塘街为
模板，聚焦温州全市各重点场景，打造
多个热门场景，使数字人民币场景在温
州全面落地。

文成县某旅游公司旗下的生态农
庄初期以发展花木基地为主，2012 年
开始由传统农业与现代观光农业相结
合发展。近年来，景区游客有所下降，
相关餐饮、农副产品、特色产业等营业
收入也出现了缩水，公司的资金承受了
较大的压力。

通过“企业大走访”活动，工行温
州分行了解到该企业的困境，立刻组
织“纾困专员”上门服务。该行按照浙
江银保监局建立重点纾困帮扶清单和
应急响应机制，合理安排市场主体的
贷款延期、展期或续贷，支持银行机构
降低文旅行业市场主体的贷款利率，
降低文旅企业常用金融服务的费率的
工作指导，创新金融服务方案，通过

“税务贷”产品为该公司发放了 240 万

元的信用贷款。同时，为降低企业经
营成本，该行还为其申请了减费降息
政策。

除此之外，针对农村文化建设中普
遍存在的融资难点与痛点，工行温州分
行积极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创新推出特
色融资产品，以金融因子激活乡村文化
活力、推动乡村精神富有。

平阳县鳌江镇某村拟改建提升文
化礼堂，但苦于缺资金而暂时无法实
施。工行温州分行客户经理获知消息
后，立即与该村党支部联系，并为该村
量身定制了“村社 e 贷”文化礼堂建设
融资方案。仅用了两周时间，即为该村
经济合作社成功发放了300万元的“村
社 e 贷”，为村民早日共享这一精神家
园奠定坚实基础。

金融活水的持续注入，为温州的
文旅产业振兴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
机。

今年以来，工行温州分行持续加大
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投融资支持
力度，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与金融合作
的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机制创新，以
金融力量助力温州文旅产业发展。截
至 10 月末，该行已为 68 户文旅企业提
供 信 贷 支 持 ，融 资 余 额 较 年 初 新 增
11.34亿元，增幅达74.46%。

·资 讯·

红绿添金，金融力量助推文旅产业发展
江维海 黄张苗

11 月 5 日，温州南塘商业街

落地数字人民币消费场景。该场

景是工行温州分行在消费领域的

又一补充，市民在畅游南塘商业街

时，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买单消

费。同时，该行还推出了“数智消

费 嬉在南塘”数字人民币红包活

动，带动和吸引市民前往热门商户

游玩和消费。这意味着，工行温州

分行在助力温州文旅产业发展方

面，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展文旅产业，是温州打造共

同富裕示范区区域样板的一个重

要抓手，也是带领温州山区 5 县走

向富裕之路的有力保证。近年来，

工行温州分行在文旅产业领域注

入金融活水，为温州文旅产业的繁

荣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图片由工行温州分行、泰顺县廊氡管委会、鹿城区文广旅体局提供）

在泰顺华东大峡谷举行的森氧音乐节现场在泰顺华东大峡谷举行的森氧音乐节现场

“南塘夜画”的画舫载着游客，行进在如画的夜景中。

工行文成支行员工在生态农工行文成支行员工在生态农
庄与农户沟通金融项目庄与农户沟通金融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