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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离不开绿色的点缀。
提到绿色发展，必须把视线望向湖州。作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多年来，农行在湖州的发展形成
了多个范本，让这抹绿不断向全省蔓延。

从卖石矿到卖风景，安吉余村的绿色转型发展成为全国
标杆。余村曾是名副其实的矿山村，可山越开越小，环境破
坏日益严重。2003 年，矿山关停，当时，很多村民失业，潘春
林就是一个代表。下岗后，他选择在余村开设一家农家乐。

“东拼西凑 20 多万元把房子盖好了，装修却没钱了。”潘
春林曾“山穷水尽”，发展转型的压力落到了村民们身上。

幸运的是，潘春林这个具有气魄的决定，得到了农行的援
助。经过实地调研，农行人和潘春林几番交谈后，看到了农家
乐的发展前景，三四天后，潘春林就拿到3万元贷款，解了燃眉
之急。

随着绿色乡村的建设火热起来，春林山庄的生意越来越
好。在余村，农家乐也从零星几家逐步发展到40多家。

从一家夫妻店发展到二三十人规模的企业，在“春林山
庄”的壮大中，农行如影随形。后来，头脑灵活的潘春林又成
立车队、旅行社、洗涤厂，服务项目从单一走向多元，开启吃
住行一条龙经营发展，“现在，年客流五六万人，营收增长了
上百倍。”

“一起富才是真的富。”如今，以潘春林为代表的余村人
又开始了新突围。2020 年，余村村民自发组织成立乡宿联
盟，成员互帮互助，实现农家乐资源整合、统一服务。这一想
法再次得到农行的支持，100 万元的“乡村振兴带头人贷款”
已用于扩增运输线路，“希望能把更多游客带到余村。”

放眼浙江，以绿色为底色的乡村共同富裕，正不断生发
出新的模式。在绍兴诸暨枫源村，“枫桥经验”衍生出了金融
版本。农行绍兴诸暨市支行在此推出“基础金融不出村，综
合金融不出镇，金融矛盾不上交，金融风险就地化解”的普惠
金融发展模式，为当地村民致富提供金融助力。

枫源村是农行绍兴诸暨市支行在当地签订整村授信的
第一个村集体。该村书记表示，村子里 60 岁以下的村民，人
人都有一张农行卡，随时可以向农行申请 10 万元“惠农 e
贷”，其中还有18名优质农户，一次性可贷款30万元。

当枫源村启动“一江两岸”景观提升工程时，村集体向农
行申请了 400 万元“美丽乡村贷”。利用这笔钱，枫源村加快
了村内景观提升工程、文化大礼堂配套设施完善等进程。

在另一个乡村振兴标杆村——下姜村，农行同样留下了
创新服务的印记。

淳安是杭州唯一的山区26县，作为一家有担当的国有大
行，农行杭州分行时刻关注着淳安县的发展。为更好帮助农
品出山，农行杭州分行专门推出共富礼包，协助结对村落地
共富攻坚项目，联合打造农品展示馆，展馆投入使用后，已带
动当地多个低收入农户致富。

细微之处见真情，宏观视角谋发展。从输血到造血，从
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农行助力乡村共同富裕的路径总是跟
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

回望这一路的发展历程，农行浙江省分行始终以领跑的
机制、创新的产品、日趋完善的服务体系，在助力共同富裕
中，锻造出绿色发展金引擎，生动诠释金融与区域发展深度
融合的实践样本，将“农行绿”描绘成绿色金融的“标杆绿”。
截至今年 11 月末，农行浙江省分行绿色金融贷款余额已达
3423亿元，以绿色助力浙江绘就共富的壮美图景。

胸怀新时代，建功新未来。“置身这片‘诗画江南、活力浙
江’的热土，农行浙江省分行将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
民性、专业性，全面打造服务乡村振兴的领军银行和服务实
体经济的主力银行，为浙江探路‘两个先行’提供源源不断的
金融力量。”农行浙江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全刚表示。

深耕 护航共同富裕路

锚定新目标 起航新征程
农行浙江省分行为探路“两个先行”注入金融力量

马小红 王锡洪 濮天宇 赵梦霞

时间不等人，形势不等人，“大考”已经开始。防疫政策变化后，全国多地企业如雨后春笋组团出海拓展业务。这一次出海弄潮儿里仍有浙江。

潮水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浙江人的精气神也如这条江，在激荡、澎湃、大浪淘沙中，一次次迎来“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今，历经三

年疫情，浙江率先出海，再一次争先、引领、奔竞。

之江潮涌，浙里金融机构逐浪。改革开放以来，农行浙江省分行一次次“进城”，以敢为人先之魄力，创新金融服务，助力浙江经济迈上更高台阶，成

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浙江锚定“两个先行”，农行浙江省分行早已扬起风帆，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己任，再次起航新

征程，与浙江人民一道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一座城市的发展有很多评价维度。如摩
天大楼的高度，310米高的“杭州之门”即将落
成，刷新城市高度；纵横的交通网络，缩小城
市物理距离；看不见的密集网络，构建元宇宙
世界⋯⋯从看得见的基础建设，到看不见的
新基建，农行时刻创造金融助力加速度。

作为省会城市，从“美丽的风景、破烂的
城市”到“创新活力之城”，杭州的变化不是一
蹴而就的。在几十年的有机更新中，农行始
终步履铿锵。

1999 年，雷峰塔重建，农行承诺贷款
6000 万元，让古塔重生，盘活西湖南面景区
资源；2000 年，农行承诺提供 50 亿元综合授
信，助力浙大建成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2001 年的最后一天，农行签订协议，承诺向
杭州湾大桥及北岸连接线项目提供贷款16.5
亿元⋯⋯

千禧年前后，农行在全省一次次签下“大
单”，正是这些投入，奠定了浙江在文化、经济
多领域冒尖发展的基础。

如今，站在钱塘江畔，林立的高楼勾勒出
了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轮廓。G20杭州峰会之
后，杭州又将迎来亚运盛会。“亚运三馆”标示
着 杭 州 再 迎 世 界 盛 会 的 自 信 。“ 亚 运 三
馆”——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馆、游泳馆和综
合训练馆总建筑面积近 58.2 万平方米，其中
双馆合一的体育馆、游泳馆，是目前国内最大
的双馆连体式建筑。双馆如振翅两翼，白色
金属在阳光之下发出粼粼闪光，而当暮色降

临，连片霓虹则会破开夜色，流光溢彩，如蝴
蝶破茧般舞动钱塘。

“三馆”破茧成蝶，背后蕴藏农行力量。
截至目前，农行浙江省分行已累计为“亚运三
馆”项目投放贷款7.43亿元。作为亚运项目，

“亚运三馆”可以说“不差钱”，在众多银行中，
项目方为何会选择农行？

“农行有很多大项目的经验，很多事情，
农行会想在我们前面，前期正规办事能消除
很多隐患；根据时下政策和我们实际需要，农
行会及时做出调整和变更。”该项目负责机构
之一中建八局相关负责人谈到了农行脱颖而
出的优势。

事实证明，农行没有辜负这份信任。
2021 年 12 月 1 日，银行年终决算月首

日。临近年末，各家银行信贷规模普遍紧张，
而项目方亚运场馆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需要支
付工程款和建设工人工资，总计 3.43 亿元，
由农行和另一家国有大行各自承担投放
1.715亿元。

就在贷款发放前，项目方找到农行，表示
另一家银行已没有贷款规模，无法完成这次
贷款投放，希望农行再追加 1.715 亿元，也即
这次 3.43 亿元的贷款发放将全部由农行承
担。获知这一紧急情况后，农行萧山分行毫
不迟疑，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当天下午 4
点50分，完成3.43亿元贷款发放。

在各类合作中，诸如此类的插曲不胜枚
举。城市发展是诗和远方，但前行路上总不

免山重水复，农行浙江省分行一次次扮演着
铺路者角色。

而今，“亚运三馆”竣工后，已相继举办多
项全国性文体活动，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场
馆特色的场馆业态及市场影响力。通往国际
化的路已经向远处延展，进入亚运时代，杭州
再迈坚实一步。

场馆大楼、轨道交通，画出了城市天际
线，而纵横网络则在虚拟世界里再建现实。
在数字浙江，农行对新基建的助力同样走在
前列。

不久前结束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让乌镇
再一次闪亮登场。在热闹的峰会之外，有一
座“乌镇之光”，其间的数据传遍长三角。这
是全国第 9 家国际超级计算中心，建成后将
成为全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一座新引擎。

“乌镇之光”背后也有“农行之光”：15 亿元授
信，为项目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当时一步一个脚印的项目、实干，如今再
回头看，这些脚印都汇成了一条通往中国式
现代化的浙江路径。这条路上，实体经济奔
涌，浙江农行时刻护航。

蝶变 与城市发展交融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金名片。每一家从小
城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企业背后，无一不有
银企协作的动人故事。

温州是民营经济的明星城市。在这里，
有诸多企业曾在农行的助力下由小变大再变
强。“一鸣”是奶制品界响当当的品牌。它最

早的一笔借款来自农行，用来养鸡。“本以为
很麻烦，没想到钱很快就批了。”“一鸣”创始
人朱明春回忆。

陪着起步，农行更陪着发展。建厂扩规
模、造现代化工业园、引入先进设备，“一鸣”
的每一次迈步，都有农行的鼎力相助。2020

年12月28日，“一鸣”在A股上市。
像这样相伴成长的故事，农行在浙江省

每个地市都留下了历史佳话。改革开放四十
余年，也是一部银企多方共进的发展史。但
这样猛进的历史，在 2020 年遇到了不小阻
力：疫情来了，许多产业发展按下暂停键。

三年时间，很多企业倒在了黎明前，但有
更多企业终于迎来曙光。挺过难关的企业背
后，往往留下了金融机构雪中送炭的身影。

“我的下游客户账期都延长了，又遇海宁
停工停产，没了收入来源，眼看着 1400 万元
贷款马上到期，都不知道拿什么来还！”回忆
今年 4 月的困境，浙江凯澳新材料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玉江仍记得当时的焦灼不安。而解
铃人是农行嘉兴海宁市支行。困难时期，该
支行通过“线上面签”的方式，为企业办理了
无还本续贷业务，并提供了下调 15BP 的利
率优惠。

疫情下，凯澳新材料是民企发展的一个
缩影，小微企业迎来生死局，其中关键一劫便
是资金链。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但迎
难而上是浙江民企的特色，也是浙江农行的
风范。为在疫情期间稳定市场主体资金链，
农行浙江省分行持续构建“连续贷+灵活贷”
服务机制，大力推广无还本续贷、年审贷、中
长期贷款等，并针对性配套贷款展期等给予
支持，保障企业资金链畅通。

在台州路桥，某机电公司在技改过程中

遇到了资金难题。“今年 1 月份压力很大，生
产技术、产品转型都未完成，资金还要往下
砸。”该企业负责人曾如是表示。

针对企业困难，农行台州路桥支行迅速调
整其贷款结构，将其4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转化成利率更低的中长期贷款，并新增3000
万元中长期贷款用于技改，同时匹配供应链贷
款1935万元，使其上下游小微企业也能获得
更低成本融资，保障了整个产业链的稳定。

目前，该公司机电产能同比提升 25%以
上，节能高效电机已成功研发并进入量产。

“大树底下好乘凉，有政府支持、有农行助力，
我充满信心！”该企业负责人说道。

针对这样转型升级、主动自救但缺少资
金的企业，在做好稳贷续贷的同时，农行浙江
省分行全力保障上述企业阶段性融资需求，
提供资金助力纾困。2020年以来，农行浙江
省分行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2055亿元，
惠及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近12万户。

与此同时，为了让受困市场主体尽快拿
到所需资金，农行浙江省分行进一步畅通融
资渠道，运用金融科技，大力推广无接触式服
务，优化小微网贷、惠农e贷款等多个线上贷
款，实现“在线申请、实时审批、自助提款、自
主还款”，让客户“一次都不跑”。2020 年以
来，该行已新增线上贷款 2971 亿元，线上率
达20.35%。

本版照片由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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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湖州分行信贷支持的湖州慧心谷民宿

农行绍兴诸暨市支行客户经理走访了解当地客户的香榧生长情况 农行杭州分行信贷支持的之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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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台州分行客户经理上门了解当地电机企业融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