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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金协同描绘村美人和新画卷
叶小西 吴 帅

（（图片由温州市国金公司综合管理部提供图片由温州市国金公司综合管理部提供））

穿行在温州的大乡小村，一条条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一栋栋亮丽雅致的农家

小院，一幅幅村美人和的生动图景在瓯越大地徐徐铺展⋯⋯“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温州各乡野村落发生的深刻变化，离不开源源不断的财政政策

和资金保障。

“在‘千万工程’的引领下，在广袤的瓯越大地上，财政大有可为，也必将积极

作为。”温州市财政局主要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温州财政将沿着“八八战略”指引

的路子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有效发挥好

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以共同富裕为使命，为深化“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注入持久活力、提供财政支撑。

全市一盘棋
集中财力保障乡村振兴

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
是发挥财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针对涉农资
金多头管理、交叉重复、使用分散等问题，
2018 年温州财政率先探索涉农资金跨部门
整合的实现路径，对农业、水利、旅游、环保、
交通等涉农领域的部分专项资金进行统筹
整合，初步实现了涉农资金集中投入、统一
管理；2019 年，进一步扩大统筹范围，打破
部门权责壁垒，整合设立全省第一个“乡村
振兴大专项”，每年筹集总额均达 4 亿元以
上，集中支持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加快
构建“千村未来、万村共富”格局。

一串串“真金白银”的数字，也直观反映
出温州财政的投入力度：2018 年以来，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中“三农”累计投入 1676.3 亿
元；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占比逐年提
高，2022 年占比达 7.2%，高于省定要求 2.2
个百分点；谋划建设国家、省、市级重大农业
产业平台 35 个，累计实施乡村产业项目
1183个，带动有效投资超905亿元⋯⋯

在财政资金阳光雨露滋养下，一大批
“村富、业新、景美、人和”的和美乡村相继涌
现，温州累计创成乡村振兴示范带 109 条、
省美丽乡村示范县 6 个、示范乡镇 91 个、特
色精品村 291 个、3A 景区村 249 个、未来乡
村38个。

四两拨千斤
财金协同放大乘数效应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引导和撬动
金融资本协同投入乡村振兴领域，持续放大
财金协同乘数效应。

7 月 10 日，温州发布 2023 年第一号蓝
色旱情预警。12 小时后，一笔额度为 100.3
万元的“干旱指数保险”随即赔付到位。

这笔理赔款，源于温州创新实行的“农
饮水设施灾害及管养一体化保险”。

温州每年受台风、强降雨、干旱等极端
天气影响较多，容易引起突发地质灾害。在
灾害频发状况下，针对农村饮水设施存在分
布散、易损坏、水质不稳定等问题，温州市财
政局联合温州市水利局等部门，实行“灾
毁+管养”相结合的农饮水设施保险新模
式，采取“全市统一招标，各县自愿参保”做
法，为全市 9 个县（市、区）1695 处农饮水设
施提供覆盖自然灾害、供水、养护等一揽子
保险服务，共计承保标的物价值 10.96 亿
元，受益人口178万人。

同时，预判性设置触发式“干旱指数”和
“台风指数”赔偿模式，赔偿基于预定参数是
否达到触发水平来确定赔付水平，即发布

“旱情预警”或“台风预警”后立即启动理赔
程序，无需等到灾害切实发生。高效的赔付
机制，既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帮助各地尤其是经济相对薄弱地区应对不
确定气候灾害带来的风险，又开辟了政府运
用保险机制应对突发事件的应用场景和后
续发展空间。

“这份保险服务，让农饮水灾损修复和
日常管养有了安全保障。”温州市财政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将日常管养与大灾保
险相结合，不确定的灾害损失和工程管养
支出风险转化为了确定的资金投入，有效
增强了农饮设施管养资金保障，提升了应
急和维养效率。据悉，该项改革也成功入

选“2022 年全国十大基层治水经验”。

输血变造血
创新强村兴业致富路径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持续深化“千
万工程”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强村富
民的重要支撑。

2017 年，温州财政创新开展财政支农
资金折股量化产业帮扶，将财政资金投入村
集体经济用于经营性项目，推动产生长期稳
定收益，再按一定比例折股量化给低收入农
户，变输血为造血，实现村集体经济和低收
入农户双增收。截至 2022 年底，全市累计
实施 306 个折股量化项目，投入财政资金
7.5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6 亿元，惠及低收入
农户3万余人。

一个村集体单兵作战难免要面临资源
短缺、资金不足、项目匮乏等发展困境。
2021 年温州财政迭代升级“组团共富”模
式，引导多个村集体抱团发展，形成了“强村
带弱村、抱团促共富”的新格局。

“水碓坑村原先一个游客都没有，自从
‘组团共富’项目落地后，现在周末村里人

气爆棚。”瓯海区泽雅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

泽雅镇水碓坑村是一个有着 200 多
年历史的传统村落。近年来，“组团共富”
模式成功试点。以 900 万元财政支农资
金为引导，折股投入整村开发项目建设，
整合水碓坑村“ 闲置资产作价”入股
280 万元、周边 5 个村闲置资金 320
万元，成功招引到君兰、兰里、安葵
等企业第三方合作运营，将水碓
坑村从“无人村”打造成了“网
红村”。水碓坑村村集体依
靠项目引流红利，实现年经
营性收入从零突破到百万
元，还为 5 个投资村带去了
每年共计 50 万元的稳定收
益。同时，依靠“组团共富”优
先 试 点 探 索 的 优 势 ，泽 雅 镇
2023 年 成 功 获 批 省 级 第 一 批 百
村万户促富增收试点，获省级补助
2000 万元。

温州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财
政资金“组团共富”模式可以激发乡村主导
产业优势抱团连片式发展，政府资源得到更

公平高效的配置，推动形成“企业降低成本、
村集体组团增收、村民资产增值”的多方共
赢格局。

（图片由温州市财政局提供）

产业培育更有力
基金赋能助推山区县稳进提质

温州市国金公司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
金的杠杆作用，不断撬动社会资本，推动战
略新兴产业向县域延伸，激活乡村发展内生
动力，带动龙头企业做强做大。

眼下，以温州市科创基金为代表的政
府产业基金大力支持县域孵化比较优势明
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如投
资位于平阳县的温州益坤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4924 万元。该企业属于温州市五大战
略新兴领域中的智能装备领域，生产氧化
锌避雷器、复合绝缘子等数百种产品，目前
部分产品已经独家供应和谐号车体，2022
年营收达 2.4 亿元，为当地提供了 300 余个
就业岗位。

投资位于泰顺县的纳百川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1500 万

元 ，并 引 导 社 会
资 本 投

资 1.35 亿元。该企业属于温州市五大战略
新兴领域中的新能源领域，主要业务为汽
车热管理冷却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2022 年营收达 10.32 亿元，为当地提供了
600 余个就业岗位。

投资位于平阳县的佩蒂动物营养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600 万元。该企业是中国
最早从事宠物用品生产、出口的企业，2017
年首次公开发行 A 股上市，2022 年营收达
17.32 亿元，为当地提供了近千个就业岗
位。

实践证明，以政府产业基金为抓手，支
持乡村发展富民产业，能够有效助推山区县
稳进提质，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换路径。

融资需求更有效
创新机制化解山区企业融资难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民营
中小企业面临的痼疾。温州市国金公司积
极构建金融服务矩阵，建立多层次山区企业

直接融资支持体系。
温州市国金公 司 创 新 打 通 技

术 产 权 证 券 化 融 资 路 径 ，作 为
原始权益人成功备案全国首单
银 行 间 市 场 技 术 产 权 ABN 及
全国首单上海证券交易所技术
产权 ABS 产 品 共 20 亿 元 ，实

现技术产权证券化产品
横 跨 交 易 所 和 银

行间市场的发行。目前，温州市国金公
司已成功发行 3 期技术产权证券化产品，
债项评级均达到 AAA，分批帮助 53 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获得 5.58 亿元融资，其中
帮助温州山区五县 12 家企业获得 1.43 亿
元融资。

温州市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以‘基金+基地+产业’模式打造‘基金
丛林’，为科创企业插上‘金翅膀’”的工
作要求。近年来，温州市国金公司运作政
府产业基金成效显著：出资设立规模 80
亿元的长三角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基金，温
州出资 8 亿元，累计认定返投金额近 30
亿元，其中引入上汽集团投资瑞浦能源
27 亿元，创下温州基金撬动投资项目的
历史新高；温州市科创基金入选“2021 中
国最具潜力母基金 TOP30”，截至目前实
际 运 作 子 基 金 16 支 ，累 计 投 资 项 目 83
个。

为全面提升温州政府产业基金的产业
培育效能，温州市国金公司牵头提出《温州
市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导基金组建方案》，在
今年 5 月召开的温州创投大会上重磅发布

“500 亿元温州市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导基
金”，该基金下设的 200 亿元市重点产业基
金和 100 亿元市科创基金均由温州市国金
公司运营管理。

创富服务更有数
金融帮扶激活强村富民新动能

近年来，温州市国金公司坚持以数“智”

金融赋能“千万工程”，依托下属温州市大数

据运营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大数据这一技术

助推器，通过不断完善区块链等基础设施建

设，持续推动农村数据要素从资源到资产的

转变。
据介绍，截至目前，由大数据公司建设

运营的温州市政务区块链平台，已在温州山
区五县覆盖用户 52.16 万，占全市用户总数
的 43.4%。同时，大数据公司已与全市 10
余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共同开发助
农金融产品，促进公共数据资源、社会数据
资源与农村金融深度融合。如银行利用大
数据平台资源开发的金融产品“乡村振兴
贷”，依靠农村经济发展数据、农民收入数据
和农村就业数据，实现助农贷款的迅速发
放，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大数据新动能。

此外，温州市国金公司深入开展“党建
联动牵手帮共富”活动，在调研泽雅镇北林
垟田园综合体项目时，了解到项目在申报省
级百村万户增收促富试点，便积极协调温州
市财政局并主动对接省财政厅农业处，为泽
雅镇输送政策资源，协同助力北林垟田园综
合体项目争取到省级财政资金补贴2000万
元。

金融赋能，激活乡村振兴“一江春水”。
为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农村、基层、相对欠
发达地区倾斜，温州市国金公司正筹划与苍
南县、社会资本等各方共同组建共富专项基
金，主要投资于数字经济、农文旅、新消费、
医疗健康等科技创新领域企业。据介绍，该
专项基金将通过市县联动，以基金支持产业
发展为切入口，聚焦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
距、收入差距问题，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努力实现以产业共富推动区域共富。

温州市国金公司立足主责主业

金融赋能激活乡村创富“一江春水”
叶小西 叶闻菁

温州市国金公司立足主责主业

金融赋能激活乡村创富“一江春水”
叶小西 叶闻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体经济的血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

有力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坚持把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些都给温州市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立

足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平台主责主业，持续强化金融资本赋能实体经济，明确了发

展方向。

民心所向，金融所望。“引‘金融活水’润‘千万工程’，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推进‘共同富裕’，国金责无旁贷，使命光荣。”温州市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温州市国金公司将抢抓战略机遇，以“千万工程”为引

领，探索基金赋能新模式，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困难群体和经济发展薄弱环节，形成

契合地方特色的金融帮富模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不断延

伸金融服务“千万工程”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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