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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基建
筑牢经济“压舱石”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稳定宏观经
济的重要手段。金华市金融机构对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信贷投放力度持续
加大。

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项目是金华
市“十项重大项目”之一，线路快速连
接金华市区、金义都市新区、义乌以及
东阳市内的主要城镇，同时无缝衔接
金华火车站、金华南站、义乌火车站等
主要交通枢纽。

招商银行金华分行从项目公司成
立之初就开始密切跟进项目进展，经
过多次对接走访，不断沟通优化融资
合作方案，最终以贴近资金成本的利
率定价给予项目最大的支持，为金华
市金义东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的“金义
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成功授信
12 亿元，已实现投放 6.5 亿元，有力支
持重大项目推进。

今年起，招商银行金华分行持续
跟进市重点、重大项目建设，计划盯着
进度排，团队围绕问题攻，评估跟着项
目走，优化各项资源配置，切实为重大
项目提供全面深入的金融服务与支
持，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金华市秋滨污水处理厂四期扩建
及提标改造工程是省“五水共治”碧水
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金华市重点民生
工程，对改善区域水环境、提升城市功
能和品质发挥积极作用。招商银行金
华分行对该项目高度重视，紧盯项目规

划，密切对接项目融资需求，及时提供
综合化、专业化的融资方案，为金华市
水处理有限公司的“金华市秋滨污水处
理厂四期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授信
3.55亿元，已成功投放2.7亿元。

建行金华分行围绕金华市委市政
府全面落实省“十项重大工程”、推动
金华市重大项目“十百千万”攻坚行动
等专班，加大重点项目支持力度，积极
支持城市有机更新、未来社区建设和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项目，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

永康经济开发区是永康五个重点

产业平台之一，占地 26.1 平方公里，聚

集规上企业318家，截至2022年底，实

现规上工业产值731亿元，是浙江省规

模最大的特色工业园之一，连续多年获

评“浙江省优秀开发区”。浙江省永康

市五金科技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承接

经济开发区地下管线工程项目建设，该

项目作为绿色经济领域重点项目，是经

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重头戏。
建行金华分行永康支行为浙江省

永康市五金科技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发放的 7.4 亿元项目支持贷款，有效助
推了地下管网工程项目的建设，为产
业园区内企业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同
时为永康经济开发区争创国家级开发
区保驾护航。

强产业
激活发展新动能

产业需求在哪，金融“活水”就流
向哪。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正持
续强健产业“筋骨”，助力金华高质量
发展底盘更稳、动力更强、活力更足。

今年以来，交通银行金华分行紧
跟金华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监管部门和上级行工作要求，积极
发挥国有大行的使命和职责，全力支
持重要产业发展壮大。

受益于智能驾驶汽车、智能联网
汽车发展的一系列政策驱动，汽车技
术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升级
加速推进。纵目科技作为最早进入智
能驾驶领域的引领者，公司目前的产
品质量水准及市场占有率都稳居同类
产品市场前茅，具备从基础研发到量
产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得知东阳市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纵目科技（东阳）有限公司智能驾
驶系统生产基地”落户东阳高铁新城
地块，交通银行金华分行第一时间组
织专业团队进行项目对接，根据企业
需求量身定制综合授信方案，同时依

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联动机制，强化
与系统内兄弟行的优势整合，形成行

内业务推动合力，为客户提供“以客户
需求为导向”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截
至目前，该行已为此项目批复综合授
信额度 3.9 亿元，上半年累计投放贷款
0.74 亿元，为企业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为地方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无独有偶。在支持重大产业项目
上，建行义乌分行也主动出击，创新优
质金融服务。浙江义欣动力电池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产业园区的建设和运
营，其负责建设的浙江义欣新能源动
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处于建设
期，占地超 900 亩。该项目总投资超
200 亿元，是义乌市重大招商引资项
目、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
工程 2023 年重大项目，也是义乌市制
造业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项目
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50GWh 新能源动
力电池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超350
亿元。

建行义乌分行积极与企业开展项
目融资对接，同时联系同业协调授信
方案，于 2023 年 4 月份成功牵头组建
浙江义欣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
目（一期）银团贷款，银团贷款总额 64
亿元，建行义乌分行作为牵头行份额

达 23 亿元。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发放
首笔贷款 4.85 亿元，目前累计实现投
放金额 6.38 亿元，银团合计投放贷款
金额 17.7 亿元，确保企业项目建设的
顺利开展。

建行义乌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后续会继续履行国有大行责任担当，
牵头浙江义欣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
地项目（二期）融资事宜，支持企业更
好更快地发展。

惠民生
提升群众获得感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金华各金
融机构通过“真金白银”的支持项目建
设，让群众的获得感不断提升。

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政策性
信贷资金与乡村振兴需求精准对接，
金华各金融机构全力打造服务金华乡
村振兴样板。

金华市金义新区美丽乡村风貌提
升一期工程为金东区政府 2023 年“十
个一”重大项目之一。获悉项目建设
相关信息后，农行金华分行迅速牵头
成立专项项目团队，走访项目所在地
金东区岭下镇釜章村以及岭五村，深
入对接项目建设金融需求，提供针对
性金融服务方案。

为加快项目落地，该行项目团队

成员加班加点，切实做好资料收集、审

查审批等前期准备工作，最终成功获

批“金华市金义新区美丽乡村风貌提

升一期工程”项目贷款2亿元。

近年来，农行金华分行全力支持

金华高质量建设现代化都市区，聚焦

招大引强，为交通枢纽、低效工业用地

整治、城市有机更新、未来社区等基础

设施和民生领域项目提供高效率、全

方位的“融资先行”服务方案。今年以

来，新审批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项目

31个、金额220亿元。

王先生经营的浦江县郑宅镇昌诚

农场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转型种

植网红葡萄——阳光玫瑰。但是在转

型过程中最让他发愁的是资金：种葡

萄前期投入很大，从前期建大棚，到买

农资肥料，到人工成本，每样都要花

钱。一面是巨大的融资需求，一面是

较长的回笼周期。关键时刻，工行金

华分行创新推出“葡萄贷”，解了他的
燃眉之急。王先生说：“工行的贷款太
方便了，利息又低，我种葡萄的劲头更
足了。”

葡萄是浦江农业的主导产业，年
销售额达 12 亿元。近年来，很多葡农
面临流动资金短缺、贷款困难、贷款成
本高的困境。产业要发展，金融活水
滴灌必不可少。

据了解，“工银葡萄贷”是工行金
华分行根据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葡萄种
植户基础信息、种植亩数等信息数据
完成对葡农进行统一授信的一款产
品。产品引入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数据，客户可实现线上申请、线上提
款。因操作便捷、支取灵活获得当地
葡农一致好评。截至目前，已成功为
浦江当地 437 户葡农授信，授信总额
4694万元。

金 融 活 ，经 济 活 ；金 融 稳 ，经 济
稳。眼下，金华各金融机构不断加大
对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为
稳投资、稳增长、保民生注入更多金融

“活水”，为金华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积
蓄更多后劲。

金华：金融活水支持 重大项目提速
章任艳 鲍若水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是浙江省实施扩大有

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的第一年，重大项目的迅速开工建设，离不开金

融资源的支持和保障。

今年2月末出台的《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强信心稳预期提升

金融服务质效的实施意见》，将“保障扩大有效投资金融需求”作为十大重

点支持领域之一，并部署开展金融服务“六大行动”。在开展金融“要素保

供”行动中，积极对接有关部门，聚焦涉及能源供应、土地供应开发、重点项

目施工以及其他重要国计民生的企业，共同研究制定金融保障措施。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华监管分局指导辖区内金融机构，把支持重

大项目建设作为抓经济、拼发展的关键举措，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支持基

建、产业、民生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创新融资服务，政银企牵手合作，在金

融“活水”的浇灌下，金华一个个重大项目稳步推进。

浙江义欣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
目一期施工现场。 建行义乌分行供图

农行金华经济开发区支行工作人员走
访“专精特新”企业，了解企业生产情况。

王辰玥 摄

农行金华经济开发区支行工作人员走
访“专精特新”企业，了解企业生产情况。

王辰玥 摄

客户经理走访金华某建设项目施工现
场。 招商银行金华分行供图

建行金华分行工作人员实地走访企业。 潘超 摄

“葡萄贷”精准助农——拓宽产业富民
路。 工行金华分行供图

企业有活力，经济有动力。助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层商会、行业
协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力量。近年
来，桐乡市凤鸣街道持续促进民营经
济“两个健康”，以“党建引领、产业领
航、同心护航”为服务主线，培育健全
商协会组织，使商协会成为服务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团结凝
聚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的重要阵地。

红色引领
扩大共建“朋友圈”
在凤鸣商会企业中，已有 46 家成

立了党组织，占 52%。凤鸣街道坚持
“党建带会建”，充分发挥商协会平台
作用，组建园区联合党组织，着力培育
企业家精神，努力为民营经济发展营
造良好氛围。

高速公路服务区产业是凤鸣街道

的优势产业。二十多年前，从凤鸣街
道走出了一批企业家，他们从 320 国
道边售卖杭白菊起家，走上高速公路，
把服务区产业推向全国各地。以他们
为代表，目前，在全国对外发包的1500
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由桐乡企业经
营的超过1200对。2021年，桐乡市高
速公路服务区行业协会正式成立，引
领服务区行业实现新的发展。

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行业协会
还打造了“桐服乡伴”党建品牌，覆盖
企业 20 余家，以点带面打造了一批

“桐服乡伴”红色驿站。在今年的“桐
服乡伴”党建联建发展共创大会上，凤
鸣街道和江苏省宁沪高速股份有限公
司等进行党建联建签约，揭牌成立了

“桐服乡伴”学堂，以党建联建为纽
带，实现阵地共建、活动共办、成效共
享。

为更好地服务高速公路服务区行

业发展，凤鸣街道还通过“桐服乡伴”
学堂，邀请物流行业的专家学者开展
调研，研究提出产业发展方向，量身定
制人员技能提升学习套餐，开展人才
技能等级认定，全面增强服务区行业
的竞争力。

产业领航
画出最大“同心圆”
以统一战线助力“双招双引”为目

标，凤鸣街道商协会充分发挥联系广
泛的优势，积极开展海内外的经济联
合和交流，为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做
出努力，合力推进招商引资、合作共
赢。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回
来’！”沈建强是嘉兴市凯通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由其打造的阳澄湖服务
区，凭借独特的苏州园林式建筑、满满

的科技元素成为“网红”高速公路服务
区。作为土生土长的凤鸣街道人，沈
建强一直关注着桐乡的发展。接下
来，他将着力为桐乡发展总部经济贡
献点滴力量。

越来越多的乡贤企业家选择回
归。在去年举行的“智汇全球 追梦凤
鸣”乡贤招商推介活动上，凤鸣街道面
向商会会员、杭迁企业、凤鸣籍在杭乡
贤等伸出橄榄枝，现场签约项目 3 个，
还成立了驻杭双招双引联络站。

凤鸣街道有关负责人说，投资经
营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企业把发展“藤
蔓”延伸到了全国各地。如今，众多企
业家顺着乡情这根藤蔓回到家乡投资
创业，让“根茎”更加粗壮，为桐乡经济
发展贡献着“凤鸣力量”。目前，凤鸣
籍企业家已建设服务区总部中心3个，
今年共签约回桐投资项目3个，成立了

“桐服乡伴”助学基金。

同心护航
寻求最大“公约数”
今年以来，凤鸣街道坚持把优化

营商环境作为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重要抓
手，深入贯彻落实营商环境“一号改革
工程”，倾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推动
构建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亲清政商
关系，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走访联系会员企业制度，凤
鸣街道架起了商会与会员企业的沟通
联系桥梁。组织会员企业召开优化营
商环境座谈会，邀请环保、市场监管、
国土、税务等职能部门现场解答企业
关切问题，并介绍各自领域优化营商
环境举措；同时，组织会员企业赴苏州
考察学习，进一步打开视野。

与此同时，凤鸣商协会广泛走访会

员企业问需求、听心声，帮助企业熟悉
掌握政策，解决难点问题，提振发展信
心。街道召开以“共商良策、共谋发展、
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组织 30 余家商会企业围绕经营
状况、未来规划等交流发言，并邀请桐
乡市级部门负责人解读政策、谋划措
施，为企业“解难题、送政策、强信心”。

以“商”为媒 以“会”聚力

桐乡市凤鸣街道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吴琳莉

座谈会现场
（图片由桐乡市凤鸣街道提供）

座谈会现场
（图片由桐乡市凤鸣街道提供）

近日，一支优美的舞蹈，拉开村里
纳凉晚会的序幕，婀娜的舞姿加上优美
的旋律，宛如葡萄园中萌生的新绿，这
就是海盐县于城镇八字村排演的关于
葡萄的舞蹈。

葡萄产业是于城镇的特色产业，这
些年村民依靠种植葡萄过上了好日
子。八字村村民就用舞蹈表达劳作的
快乐以及丰收的喜悦。

“这个舞蹈的灵感来自葡萄种植过
程，比如抹芽、施肥、浇水、采收等比较
有特色的几个环节。”于城镇八字村文
化管理员乔艺说，葡萄是八字村村民们
的“宝贝”，种植的每个环节都饱含着村
民们的汗水与辛勤，将故事以舞蹈的形
式展现出来，讲好于城葡萄致富经。

于城镇葡萄种植历史已有 30 多
年，近年来，葡萄种植业发展迅速，生产
的品种有巨峰、无核四号、妮娜皇后、阳
光玫瑰、夏黑等10多种，现有葡萄种植
面积6000余亩。

为了推动葡萄产业的发展，于城镇

专门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创设“1+3+
5”机制，即 1 名党员带 3 名合作社社

员，1 名社员带 5 名农民。还建起免费
试用的“先锋大棚”，开设“六点半茶铺”

“十日课堂”，为种植户搭建交流平台，
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同时，于城镇与农商银行对接，在
海盐县率先推出“创业贷”等专项贷款，
累计面向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放贷款 600 余万元，帮助 90 余人申请
创业贷款1000余万元。

八字葡萄专业合作社是“1+3+5”
机制的探索者，现共有葡萄2800多亩，
种植户约500户。近年来，八字村葡萄
产值逐年上升，去年产值达 2356 万
元。与此同时，农户的亩均收入也实现
增收，去年亩均收入 3 万元，大家的腰
包更加鼓了。

“我们合作社成立 20 多年，每月
10 日都会在‘六点半茶铺’组织专人为
种植户讲课，传授葡萄种植技术，受到
了广大葡萄种植户的好评。”八字葡萄
合作社社长沈锋说。目前，十日课堂、
六点半茶铺、云上课堂等已经织成了一
张“技术共享网”，为于城镇的农户解决
种植难题。

资金和技术是葡萄种植的前提条
件，而畅通销售则是帮助农民致富的关
键一招。为此，于城镇把葡萄营销环节
作为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链接各方资
源，找寻最优销售渠道，积极推动农超
对接，做大垂直营销，建设交易中心，拓
宽线上销售渠道，让种植户的葡萄不仅
不愁卖，而且要卖出好价钱。

村民严徐良今年种了 12 亩葡萄，
其中，4 亩多的“无核四号”已经售罄，
销售额达 16 万多元。他种植的“阳光
玫瑰”也将上市，看着每天长势喜人的
葡萄，严徐良再苦也值得。“把葡萄的品
质管理好就不愁卖，争取每年都有一定
的增收。”严徐良说。

他的自信源于世纪联华超市在于
城八字村建立的“浙江联华红地球葡萄
基地”。早在2010年，于城镇成功促成
农超对接，开辟了葡萄从田间到超市的
直通车，“八字葡萄”先后打入上海、杭
州、宁波、苏州、湖州等地超市，年销量
达600多吨。

此外，于城镇以互联网“共富工坊”
为载体，鼓励农户拓宽线上销售渠道。
陈兵是海盐胜利农场电商直播“共富工
坊”的负责人，也是于城农业电商领头
人。他所创办的胜利农场创新推出“公
司+农场+农户+电商”经营模式，以办
公、推文、短视频、直播带货的形式展示
销售农产品。2021 年 11 月至今，联合
各村(社区)举办直播带货活动 5 场以
上，销售八字葡萄、何家蜜梨、于城甲鱼
等农产品，实现农产品销售额400多万
元，带动各村集体增收50余万元。

一颗颗硕大的葡萄，是对农民用心
培育的认可，更是带动当地致富的“富
民果”。如今，以葡萄为主的“甜蜜产
业”已然成了于城镇的“金名片”，于城
葡萄先后获得“浙江水果精品”金奖和
优质奖、“浙江省精品水果金奖”、嘉兴
精品果蔬展销会“金奖”产品、“浙江省
优质农产品”、浙江省著名商标。葡萄
藤成了乡亲们的“致富藤”，承载着村民
的致富梦一步步奔向共同富裕。

海盐于城：田间结满“致富果”葡萄产业有点甜
朱 洁 张 贺 蒋思媛

于城镇葡萄种植大户在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 （图片由海盐县于城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