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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千万工程”
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入手，改变的却远不只
是人居环境。经过 20 年的建设，许多传统
的村庄演变成了宜居宜业宜游的发展空间，
大大促进了浙江乡村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

长期以来工行聚焦工商业，在发展过程
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成熟模式。在

“千万工程”的大背景下，该行积极推动以传
统二三产业为主向一二三产协同发展，加大
与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种养殖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重
点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物流体系建
设、文旅休闲服务等新型农业产业业态，为
乡村产业兴旺提供“源头活水”。

在湖州南浔，工行为善琏美丽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善琏镇智慧农业设施改造提升项
目”审批贷款 4 亿元，该项目利用农村流转
土地，引进高效数字化农业技术，发展“稻
鸭”“稻虾”“现代渔业”和精品果蔬产业，探
索善琏镇“小田变大田”的土地利用新路径，
提供村民就业机会，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在温州瑞安，智汇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当
地的种植龙头企业。今年年初，合作社资金
还未回笼，正赶上大棚设备升级、销售渠道
拓宽，亟需资金投入。工行瑞安支行了解情
况后，从该合作社种植规模、经营状况等方
面开展调研，最终以信用方式为其发放 100
万元，解决了合作社燃眉之急。

在杭州淳安，工行杭州分行连续 11 年
与枫树岭镇开展结对服务，并开展了“金融
支持‘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系列服务。
通过“兴农贷”支持村民创业致富，并推动下
姜村农产品上线电商平台、入驻工总行“兴
农撮合交易平台”，助力下姜村产业发展壮
大。在这个“梦开始的地方”，工行正以自己
的方式，助力更多人美梦成真。

“千万工程”实施 20 年，浙江各地打响
生态牌、乡愁牌、田园牌，生态农业、农村电
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推进了乡
村振兴的良性循环。工行浙江省分行以金
融活水灌溉希望的田野，使农户对“新农业”
转型发展有了更美好的憧憬。

产业化 助力农业更强

在杭州淳安，工行连续11年与枫树岭镇开展结对服务，助力下姜村等各村产业壮大。

工行积极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多维度
助力新市民共享美好生活。

在温州，工行根据特色优势农业打造全链
条金融服务，做大做强绿色生态农业品牌。

在丽水在丽水，，工行大力支持工行大力支持““大搬快聚大搬快聚””项目项目，，帮帮
助农民助农民““住上好房子住上好房子，，奔向好日子奔向好日子”。”。

在台州临海，工行20亿元授信支持佩弦湖城
乡共富示范区项目，助推当地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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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7日，一个消息振奋人心：浙江“千万工程”获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联合国相关负责人参观走访浙江村镇时说：“在浙江看到的，就是未

来中国的模样，甚至是未来世界的模样！”

今年是浙江“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20年来，“千万工程”从最初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向着“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朝着“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

20年来，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一点点累积起来，“千万工程”的金字招牌也越擦越亮。

时间奔涌向前，金融初心不变。工行浙江省分行结合“千万工程”精神内涵，先后组建县域支行工作专班，成立乡村振兴办公室，研究全省县域、乡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提出“四化一提升”实施路径，围绕城镇化、产业化、市民化、特色化和服务能力提升，创新金融产品政策，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优化乡村综合服务，目前全省工行涉农贷款总

量突破5000亿元大关，其中2022年实现增量“超千亿”，今年前5个月新增涉农贷款698亿元，再创新高，助力书写“千万工程”的新时代华章。

在金华，工行主动深入农村开展田野调查，
了解农户金融需求，精准助力乡村振兴。

“工银数贷通”联通各级政府数字化服务平台，科技赋能
金融。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
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
浙江把“千万工程”同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有
效衔接，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富裕程度走在
全国前列。

在金华浦江，每 8 户农户中就有一户是
种葡萄的。眼下正是葡萄上市时节，为扶持
葡萄产业发展壮大，工行根据当地农业农村
局提供的相关信息数据，引入浙江省金融
综合服务平台，对葡农进行统一授信，农户
可实现线上申请、线上提款。截至目前，已
成功为浦江当地近 500 户葡农授信，授信总
额近5000万元。

不止在浦江，工行浙江省分行面向全省
“三农”领域推出的“兴农贷”产品线，因地制
宜推广“一镇一品一场景”的金融服务模式，
创新推出了多个特色场景快贷产品，如仙居

“杨梅贷”、苍南“番茄贷”、洞头“紫菜贷”、云
和“雪梨贷”⋯⋯一幅农业旺、农民富的美好

图景正在之江大地徐徐展开。
为优化“新市民”金融服务供给，满足农

民富裕后的金融服务需求，工行浙江省分行
研究出台相关办法，支持农民进城买房、为
下一代求学创造条件，支持城乡新社区集
聚、拆迁安置房贷款，满足被拆迁户居住需
要，累计为全省 22 万户农民提供住房贷款，
目前农户住房贷款余额近 700 亿元，帮助农
民“住上好房子，奔向好日子”。

为满足农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需求，该
行围绕务农、务工、经商、征拆迁等不同群体，
提供优质适配的存款和理财产品；同时加强
农民风险意识教育，帮助其守护好“钱袋子”。

20 年跨越发展，20 年久久为功，“千万
工程”的每一个阶段都随着群众需求升级而
发展。而工行浙江省分行也以“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精神，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努力让乡
村颜值气质更佳、新型农业产业更强、农民
钱袋子更鼓。

市民化 助力农民更富

2021年，浙江扛起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重要使命，“千万工程”也朝着“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
级。

针对山区发展较为薄弱这一短板，工行浙江省分行推
动全行上下协同、高效服务，加大对山区 26 县基础设施补
短板、山海协作飞地、优势资源转化等领域的支持，2022年
该行山区26县支行新增贷款279亿元。

为推进山区特色优势资源转化落地，该行在碳汇、两
权、清洁能源等新领域进行积极探索，支持丽水绿色小水
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等山区绿色能源项目，支持遂昌生
态价值转换、松古平原河道及两岸滩地综合整治等30多个
项目。

为撬动山区 26 县产业支点，该行积极探索构建金融
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综合运用并购贷款+固
定资产支持贷款等方式投放融资，支持“产业飞地”“科
创飞地”“消薄飞地”项目，重点支持了嘉兴-松阳产业园
飞地项目、萧山-龙泉科创飞地等一批山海协作飞地项
目。

山区 26 县大多地处偏远，为让金融服务精准触达，工
行不依靠“物理网点”和“人海战术”，而是发挥金融科技作
用，为服务乡村插上“金融羽翼”。

该行在同业和系统内首创“工银数贷通”平台，对外打
通农业农村厅数据大脑、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税务系
统农户缴税电子发票三大涉农服务基础信息数据库，对内
连通总行智能征信平台数据库，实现农户“一次不跑、无感
授信、一触即贷”的便捷融资服务功能。

据了解，“工银数贷通”平台目前已输出到亲农在线、西
湖龙井茶产业大脑、三门共富渔塘、丽水大搬快聚易聚通等
16 个省市县各级政府数字化服务平台，为全省 37 万农户
主动授信 423 亿元，GBC 联动建设金融生态场景，真正打
通偏远山区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如今，对“千万工程”，浙江还在不断迭代发展。工行
浙江省分行主要负责人表示，站在“千万工程”实施20周
年的新起点，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继续贯
彻好工行总行城乡联动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为加
快描绘“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新画
卷打造更多金融服务场景，提升更优质金融服务水平，以
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和生动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
章增光添彩。

特色化 山区发展更快

工行推出特色场景产品“青蟹贷”，助三门
青蟹养殖户增产致富。

在工行支持下在工行支持下，，一大批山区一大批山区 2626 县县““产业飞产业飞
地地”“”“科创飞地科创飞地”“”“消薄飞地消薄飞地””项目成功落地项目成功落地。。

在舟山定海，工行倾力支持马岙镇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眼下，正是江南好时节，行走浙江乡村，
浙北水乡碧波荡漾，浙中丘陵杨柳依依，浙
西南山区绿意盎然，浙东渔村海风徐徐。万
千乡村各美其美，俨然一座大花园。而这
些，得益于浙江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实施的

“千万工程”。
作为国有大行排头兵，工行浙江省分行

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推出“美丽乡村贷”“城
乡融合贷”“共同富裕贷”等专项融资产品，
加大对乡村生态环境提升、乡村产业升级、
乡村公共服务项目等领域信贷支持，助力乡
村人居环境整治，全方位建设美丽乡村、未
来乡村。

在绍兴上虞，工行省、市、区三级联动，
为上虞区美丽乡村精品路线及精品村和农
村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PPP 项目审批项目贷
款 8 亿元，资金用于道路修整、污水治理、管
线入地、绿化美化、基础设施提升⋯⋯如今，
乱七八糟的线路蜘蛛网消失了，泥沙满地的
小路变成了宽敞整洁的柏油路和石板路，村
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金华兰溪，黄店镇王家村两委班子想
干一番事业，于是向工行金华兰溪支行申请

“村社 e 贷”，用于提升道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鼓励村民发展特色民宿和农家乐，将原
本经济薄弱的旧村子打造成了一个集民宿、
康养、观光为一体的新农村。据了解，该村
已吸引开元酒店集团投资，村委会联合中国
美院举办“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借美
院学生巧手实现了旧屋换新颜，变成了新晋
的网红打卡点。

“千万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今天
的浙江，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区，山更绿、
水更清、村更美，美丽乡村成为当地发展的
又一张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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