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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农商银行系统以金融服务助力
营商环境再优化 美丽乡村入画来 公共服务均等化

金 晨 叶珍英 吴梦婷 杨晓雯

魅力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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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台州的各个企业，处处能感
受到“拼经济”的脉动。

切割、折弯、拉伸⋯⋯走进玉环海
凌钣金有限公司，技术工人正在对即将
下线的数控车床外壳钣金件做最后的
检验。“这是公司的拳头产品，今年来市
场需求大增，多亏农商银行系统的大走
访，及时给予资金支持，我们才有底气
抢订单，目前已经排产到下半年。”该公
司总经理陆羽说。

按照“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的重
要指示，2022 年，台州农商银行系统积
极出台“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助企纾困二
十条措施”，实施“稳企助企”工程，全力
服务经济稳进提质。一场“金融支持百
万市场主体专项行动”在各县（市、区）
展开，金融网格员奔波在台州市 541 个
小微企业数字网格，全面问需走访，主
动上门服务。

在入企走访中，玉环农商银行了解
到玉环海凌钣金有限公司有新的资金
需求。“农历新年前，想用临海的厂房进
行抵押，但盘算着路上来回跑加上办理
的时间，贷款到账要等到年后了，那订
单就‘泡汤’了。”令陆羽意想不到的是，
玉环农商银行客户经理第一时间上门，
介绍了线上异地不动产抵押办理流程，
借助政务服务平台，点点鼠标就完成异
地厂房抵押登记，办理时长从 5 天缩短
至1天，顺利在年前获得了1000万元的
贷款。

回顾 2022 年，台州农商银行系统
累计走访 17 万户小微企业、48 万户个
体工商户，为 7 万户市场主体续贷 1000
亿元。随着一笔笔资金注入“千家万
户”，有的企业扩大规模，上演了“麻雀
变凤凰”的传奇，有的则在转型升级中
迎来了新的跃迁。

在路桥金清，建筑垃圾可摇身变为
绿色资源。“若是没有你们提供的 1000
万元绿色贷款，千源的低碳环保之路恐
怕走不通了。”令台州市路桥千源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蒋小云感动的是，
在公司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农商银行再
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如今，千源已成

为绿色环保高新技术企业。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既普惠万家，又

聚焦重点，与台州市经信局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助力培育“小升规”“隐形冠
军”，加大对“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
的支持，确保“5 年新增 800 亿元支持专
精特新企业发展”目标落地，截至 2022
年末，向科技型企业发放“科创贷”124
亿元。

在台州，融资有时无需抵押，“信
用”二字抵千金。“授信 15 万元，随借随
还。”日前，在黄岩区西城街道的副食品
市场，黄岩农商行的工作人员正在为经
营户上门提供信用贷款服务。“不用抵
押，不需要担保，放贷速度又快，解决了
我新年的一大难题。”来自云南的经营
户玉尖拉经营着一家茶叶专卖店，眼
下，她决定抓住云南春茶上市的有利时
机，扩大经营规模，“已经进入订货期，
但资金缺口有二十多万元，我在黄岩也
没有什么朋友帮我担保。”正在王尖拉
一筹莫展之际，黄岩农商行通过“信用
贷”金融服务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这便是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推行的
“信用有价”工程，依托“浙江省金融综
合服务”“台州市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结合“走千访万”“整村整企授
信”数据，迭代升级“智慧小微”数字平
台，根据小微主体生产经营状况，构建
小微主体数字模型，帮助企业实现“价
值变现”。目前，已累计为21万户个人、
2 万户小微企业发放“信易贷”389 亿
元、“小微易贷”138亿元，小微企业信用
贷款户数占小微企业贷款总户数的
60%。

在台州，“放心消费单位”不仅是挂
在墙上的一块牌匾，还能转化为真金白
银，帮助个体工商户纾困。根据台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监局提供的“放心消
费单位”名单，台州农商行系统按照“一
行一策”“一企一策”全面推广“放心贷”
系列产品，有效满足个体工商户融资需
求，降低融资成本，已累计为 5029 户个
体工商户授信73亿元，用信3771户、5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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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经理上门为渔民办理贷款业务

台州市银行系统存贷规模第

一、存贷增量增幅第一、支农支小

贡献度第一⋯⋯翻开台州农商银

行系统 2022 年金融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报告，在浙江农商联合银

行的指导下，台州农商银行系统

在台州市银行业实现“三个第

一”，成绩显著。

这一年来，台州农商银行扛

起地方金融的使命担当，聚焦共

同富裕、数字化改革两个关键，将

普惠金融与“小微金融、美丽乡

村、公共服务”工作全方位、成体

系结合，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服

务乡村振兴、服务社会民生，为台

州“三高三新”现代化建设贡献着

金融力量。

2023 年，浙江乘势而上“全

力拼经济”，系统谋划、综合集成

形成了“8+4”政策体系。台州

“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再跃

升，持续出台了各种助企纾困政

策，给了敢干、敢闯、敢投的企业

更充足的信心。台州银保监分局

开展“优服务、稳预期、强信心”金

融服务系列活动，推动惠企惠民

政策精准滴灌、服务直达快享。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将持续优

化金融助富营商环境，助力台州

从国家级小微金改“试验区”向

“示范区”加速迈进；扛起乡村振

兴主办银行担当，发挥金融活水

作用，助力打造以“新农村、新农

民、新产业”为特点的“三新”农村

奔富台州模式；发展以人为核心

的全方位普惠金融，全面深化“金

融+政务”助富机制，打造更多民

生服务新场景，促进公共服务均

等化。

加快构建橄榄型社会，家庭是一个
基本单元。

2022 年，我省财政厅牵头开展“扩
中家庭财税政策体系综合试点”工作，黄
岩农商行作为合作金融机构开展“扩中”

“提低”专项行动，助力构建家庭画像模
型 1.0 版。近日，在全省财政系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小切口”改革
最佳实践评选活动中，黄岩“扩中家庭财
税政策综合改革探索”项目脱颖而出，获
评最佳实践案例。

“最佳”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变革。
因过去替人担保的贷款出现逾期，黄岩

区上郑乡上郑村村民陈思飞在银行留下
了不良记录，他从事节日灯加工多年，本
以为无法获得银行资金支持，无望扩大
生产规模，但随着黄岩农商行推出“e 家
富”应用，他重获银行授信，因此激动万
分。

为家庭“画像”或许并不新鲜，但精
准度却考验专业功夫。除了充分整合财
政、公安、民政、人社等 8 个部门大数据，
黄岩农商行从人口、职业、住房、车辆等7
个维度，收集、修改、丰富相关家庭信息
标识，打造“e 家富”共富系统，划分低收
入家庭、“扩中”家庭、“稳中”家庭、相对

富裕家庭 4 类，针对不同家庭层级实施
不同的帮扶政策。

针对其中 2049 户“扩中”家庭，客户
经理则进行实地样本走访，第一时间将
入户采集的信息录入归档，形成具有深
度参考价值的扩中家庭业务状况及业务
推广报告，专项推出系列低利率贷款产
品。就这样，陈思飞迎来了上门走访的
客户经理，经过严格校验，确认他符合

“经营贷”的条件，不仅为他办理授信解
决资金需求，还借此修复了其在行内的
信用记录。

截至目前，黄岩农商行已走访“扩

中”家庭 15161 户，贷款签约 2864 户、
3.69 亿 元 ，其 中 用 信 1162 户 、1.73 亿
元。此外，台州农商银行系统还深化推
广“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式”，持
续推广农户小额普惠贷款，将 18 岁至 65
岁的农户全部纳入政策享受对象，实现
农户普惠小额贷款“人人可贷、人人能
贷、人人快贷”，普惠贷款授信覆盖面
100%，同时开展金融助力农创客培育工
程，支持农创客群体创业增收，为辖内三
分之一农创客提供信贷支持。

山区 26 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潜力
所在。得益于三门县农商银行的金融支
持，该县横渡镇岩下潘村“潘家小镇”通过
发展旅游产业，从一穷二白的偏远小村变
为游客盈门的网红村；天台县福溪街道石
塘徐村在当地农商行助力下，参加了“飞
地抱团”项目，村里每年都能收到可观的
分红，增强了村集体发展后劲⋯⋯

村庄蝶变的生动故事在台州层出不
穷，作为当地农村金融主力军、乡村振兴
主办行，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始终坚持“姓
农、姓小、姓土”的核心定位，聚焦山海协
作，全面落实金融助力山区 26 县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辖内 9 家农商银行相互
建立“2+1”结对协作机制。截至去年 12
月末，3家山区县农商银行日均贷款余额
年增96亿元，增幅25%。

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浪潮之下，
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其中，
也有金融力量的助力。台州农商银行系
统发挥全市 3895 个党建联建和“红色丰
收驿站”作用，建立“金融特派员”队伍，
为周边村居提供各类服务，推动“党建+
金融”与地方治理深度融合；同时用好

“浙农经管”农村集体经济数字管理系
统，全面推进村级“三资”管理，覆盖辖内
全部行政村（社区），有效助推“清廉村
居”建设；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推行家风文明积分制，推出“家风
文明贷”，构建社会治理现代化基石，最
高可获 200 万元授信额度，已授信 20 亿
元。

全域奔向共富，描绘美丽乡村“新面貌”
在台州，“政银合作”更紧密，政务服

务更有温度，金融服务更有情怀。
“以往去办税大厅开票需要留出一天

时间。现在‘厅’和‘人’都搬到了家门口，
分分钟就能办妥涉税业务。”路桥区金清
镇村民陶先生办税体验的升级，源于路桥
区农商银行联合当地税务局建设起的
138 家“税银驿站”，打造了全区 5 分钟办
税缴费圈。

“5分钟，户口簿就从家门口的银行办
出来了。以前可要坐轮渡再转车到派出
所补办，至少花费一上午！”在三门县农商
银行蛇蟠分理处，黄泥洞村村民李先生举
着崭新的户口簿惊喜不已。户籍业务在
银行专柜可办，源于三门县公安局和三门
县农商银行联合推出的“政银合作”服务。

而在椒江区大陈镇，令 89 岁的梅花
湾居民林带弟连声称赞的是送上门的养
老金。由于椒江区农商银行率先挂牌设
立人社业务经办网点，这里的银行工作人
员每月都携带现金箱和移动设备，为镇上
的高龄老人上门发放养老金。

台州地域辽阔，多海岛、山村，偏远群
众“急难愁盼”成了难以突破的“最后一公
里”。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凭借基层网点多、
服务覆盖面广、群众基础好等优势，近年
来，与台州市大数据局、台州市行政服务中
心联合探索推动政务服务2.0系统向基层
延伸。办事不出岛，天堑变通途，便是这一
改革推进带来的新突破、新体验。

截至目前，台州农商银行累计建立
2754 个“就近帮办”政务服务移动站点，

“政银合作”2.0 大厅收件总数 24 万件。
该行持续推进各项公共服务“一网通办”，
构建“乡镇便民服务中心+银行服务专
窗+村级代办点”的基层政务服务新体系，
全面实现“网上一站办、大厅就近办、基层
帮你办”，累计惠民惠企代办政务 2000 余
万笔。

随着政务服务改革不断深入，台州农
商银行系统还积极参与人社部基本公共
服务“社银通”标准化试点工作，探索实现
业务规范化、标准化、便民化。该行在大
陈岛上创建了台州市唯一一家“社银通垦

荒红色驿站”，将大陈岛人文和旅游特点
相结合，不仅岛上居民不出岛就能办社
保，还能为省内游客提供 24 小时人社业
务查询和网上办理。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一系列便民服务
带来的“小确幸”，背后都离不开数字化改
革的推动。数改成果，是便民服务中心的
政银服务智能自助终端，是客户经理人手
一台的数字平板，也是台州市民充分享受

“省心”系列数字化应用嵌入的一项项金
融产品⋯⋯

得益于天台推出的“摊省心”应用场
景，卖橘子的流动摊贩范彩霞迎来了新
生活。“手机上传资料、完成预约，流动摊
位 变 成‘ 固 定 摊 位 ’，生 意 也 红 火 了 起
来。”范彩霞说，由于客群翻了几番，自己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更大了，没想到，智慧
应用还能一键批贷款。台州农商银行系
统联合天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摊省
心”应用场景上架“摊商贷”产品，点点手
机，范彩霞申请的 3 万元贷款就到账了。

截至目前，天台县农商银行共为 86 人提
供“摊商贷”328 万元，共帮扶 53 人进店
经营。

翻开“台省心”系列数字化应用，嵌
入的金融服务中不乏台州农商银行系统
推出的产品：与卫健局合作“卫你办”特
定人群医疗场景，为群众提供全周期健
康服务，被列入“全省数字化改革最佳应
用”项目；在“付省心”平台推出“省心
贷”，信用高、经营好的商家可在线申请
获得低息贷款，入选数字政府系统优秀
应用案例集⋯⋯

除了层出不穷的数字化应用，台州农
商银行系统还依托 1252 家丰收驿站为周
边居民特别是老弱妇幼群体提供养生保
健、中医问诊、健康体检等个性化综合服
务。2023 年，随着浙江全域推进未来社
区建设，该行也迭代升级服务模式，积极
拓展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合作“朋友圈”，
推动公共服务集成落地，打造共建共享品
质生活的台州范例。

家门口一网通办，共建公共服务“新生态”

客户经理走访客户经理走访““扩中扩中””家庭家庭，，采集相关信息采集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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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提供）（本版图片由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