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土地资源之壁
迎产城融合之变

仰义街道地处鹿城区中西部，东濒瓯
江，是温州的西大门。外来务工人员多，人
口流动性大，城中村面貌成为社区治理的

现实难题。同时产业分散，缺乏龙头企
业凝心聚力、吸引人才，老百姓的

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难以
产生质的提升。

发展两头碰“壁”，迫使仰义街道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促改变、谋发展。

念好“整”字诀。立足全局，系统谋划，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推进行政村整村改
造。仰义街道发挥滴水穿石的精神，在
2018 年—2022 年间不断破难攻坚，强势推
进工程建设提速增效，完成多项保障性安
居工程、改造工程拆迁落地实行。完成制
革旧片区、连墩村、木西岙村、周岙底、河岙
新村等旧村整村改造；完成十里锦绣园、沿
江工业区、仰义避险房等安置房交付；完成
多个地块的挂牌出让；完善社区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努力让人民安居乐业⋯⋯在
2022 年之前的五年中，仰义街道辖区已完
成563.09 亩拆迁建设。

村去城来，一部分土地用于建设安置
性住房，提升城市形象与品质，改善综合人
居环境，消除危旧房和消防安全隐患，为老
百姓提供更加优质、安全可靠的住所，提升
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带领群众在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另一
部分土地，出让给各大企业，为经济发展提
供动力，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也为吸引优
质人才奠定基础。

念好“ 引”字诀。城镇发展，产业先
行。通过土地的整合再利用，破解土地资

源的壁垒，全面拓展产业空
间，让正新集团、禾本科技
等一批高质量温商总部回
归项目顺利落地。

预 制 菜 产 业 是 引 领
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
的新引擎。仰义街道紧跟
风口，积极引进项目，正新
预制菜产业园项目达产后，

预 计 年 产 值 超 5 亿
元 ，成 为

正 新

集团在华东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
禾本科技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国家农药定点生产企业，连续多年
被评为农药行业销售 30 强。仰义街道通
过盘活、出让土地资源引进了该企业。

同时，在传统制造业向“智造”发展的时
代背景下，仰义街道主动出击，梳理整合土
地资源，科学规划腾挪中国鞋都四期产业空
间约50亩，打造成鞋都产业智造基地。

念好“建”字诀。要想富，先修路。仰
义街道境内有 330 国道、金丽温高速公路、
金温铁路、温州绕城高速等交通要道，但市
区经济圈交通带尚不完善。为此，仰义在
2017 年率先启动 104 国道温州西过境公路
改建重点交通工程，并且在建设中提升改
造 104 国道沿线风貌，优化国道周边绿化
环境。前不久该路段已实现通车，形成一
条环状国道新干线公路，分流了温州西部
的交通压力，构建出鹿城西片“十五分钟”
交通圈，拉大城市框架，为经济发展提供新
的机遇。

破社区治理之壁
上下一心向创富

乡镇街道要发展，除了顶层设计的系
统规划之外，更要注重基层治理。社区凝

聚力体现着社情民意，仰义街道通过党建
引领、党员带头，画好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

“同心圆”，成功破解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全
力打造共同富裕路上的最小单元。

2020年，部分拆迁安置小区完成交付，
仰义街道设立了鹿城区首个街镇级社会治
理服务中心，重塑社区新熟人社会，形成民
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生动局面。
在不断的沟通、实践之中已探索出独特
的治理模式——捆绑包联机制、党员
认领共治共管模式，由 1 名街道机
关支部党员认领 1 个楼栋“捆绑
式”包联。

通过推进社区治理，降
低社区运行成本，减少社
区矛盾和冲突，社区融合
促进人和要素在瓯江之畔
双向自由流动，推进不同群
体间公共服务、公平共享，让人
民群众在参与和沟通中凝聚共
识，从而形成了团结奋进的社区治
理共同体。

为了进一步增强邻里和睦的温馨
氛围，社区打造“共享社·幸福里”、公共空
间睦邻之家、妇女儿童驿站、共享自习室、
长者休闲长廊等阵地，阶段性开展健康讲
座、纠纷调解、免费义诊等“微阵地”活动。

目前，仰义街道的志愿服务已经成为
一张红色名片，组建“禾合共富”“银耀仰
义”“義家亲”等 10 支本土红色志愿队，开
展“一家人·義家亲”邻里节等活动，向外宣
传自身优秀案例，形成了品牌效应。退休
的老干部老党员也不肯闲着，加入到社区
志愿者队伍中，发挥独特优势充实基层治
理最小单元力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硬笔
书法、毛笔字、太极拳等青少年特色课程 30
余次，助力传统文化教育，帮助青少年健康
成长。

仰义街道的共建共享，不只局限于居
民，还包括职工。在党建引领下，新二代科
创园积极开展工业网格建设，打造出职工
幸福社区。

目前，仰义街道通过加强党的组织覆
盖、把关业委会组建、调动业主参与等汇集
各方力量，建立街道党工委、小区党支部、
业主委员会协同机制，推进小区共建自治，
从而解决小区协同治理不畅的问题，实现
社区治理实现质的飞跃。

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
“操其要于上”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分其详
于下”的基层治理。仰义街道把握工作着
力点和协调性，脚踏实地、一以贯之、久久
为功，通过破解社区治理从无到有、从一到
万的难题，充分发挥共建共享的力量，有效
增强了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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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铸鼎 乡村蝶变
欧阳艳艳 吕永攀 江维海

山区26县，温州占5个。山区5县的发展，是温州“千万工程”工作的重中之

重。

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温州农商银行系统主动扛起乡村振兴主办银行的使命

担当，通过渠道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推动更多金融资源向山区5县再倾斜、

再下沉⋯⋯

二十年铸一鼎，在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的坚强领导下，温州农商银行系统积极参

与并推动“千万工程”，探索出一条小法人银行助力山区县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绘就“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生动画卷，贡献农商经验。

在“浙”里，走进乡村，看见美好！

渠道创新
“丰收三网”覆盖农村个体

“就在身边，离你最近”，这句话已经成
为温州农商人的口头禅。为了打造离百姓
更近的银行，温州农商银行系统通过编织

“丰收三网”（机构网、人员网、渠道网），实现
协同联动，构建出“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
融不出镇”的金融服务体系。

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
管局针对偏远地区金融服务难点，大力引导
辖内银行优化县域物理网点供给、加快县域
网点转型升级，进一步发挥好农村金融便民
服务点效用，提升村级金融服务精准度和服
务质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温州监管
分局围绕“千万工程”，要求辖内金融机构提
供强有力的金融资源保障与创新服务。

为了让金融服务实现全面触达，永嘉农
商银行以192个丰收驿站为载体，在原有金
融功能的基础上，融合了医保、人社、公积
金、公安等 6 个政府部门的 55 项高频便民
政务事项，打造村民“5 分钟生活服务圈”。

迄今，累计提供便民咨询服务5万余次。
在龙港，龙港农商银行已帮助 1366 名

农村居民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该项改革
将从 13 个试点社区向龙港全市 102 个社区
扩面，惠及龙港全体农民。

在洞头，越来越多的渔民获得洞头农商
银行的信贷支持后，纷纷从渔民转身变为民
宿从业者或民宿老板，形成全新的“靠海不
吃海”经济生态，真正实现一项贷款激活一
个产业，“一片民宿带活一个村庄”的海岛美
丽新实践。

目前，温州农商银行系统在温州全域共
布放网点 506 个、丰收驿站超 1200 个。普
惠金融服务方面，温州农商银行系统覆盖温
州全市 1/2 以上的农户贷款、1/3 以上的涉
农贷款，农户小额普惠贷款，授信覆盖率已
达100%，贷款农户56.57万户。

产品创新
“丰收十贷”支持农村产业

近年来，温州农商银行系统在“丰收三
网”的渠道基础上，创新推出“丰收十贷”，分
门别类对应不同农村个体、农村产业、涉农
产业需求，助推农业兴，实现农民富。

为了帮助农民资产变为金融资本，实现
可抵押可贷款，辖下瓯海农商银行创新推出
农民资产受托代管融资；为了让乡村变得更
美、发展文旅经济，永嘉农商银行创新推出
民宿贷（民宿经营权抵押贷）；为了让农产实
现规模化生产，温州农商银行系统创新推出

“强村产业贷”⋯⋯此外还有美丽乡村贷、景
区门票收费权质押贷、（农村）商户成长贷、
丰收养老贷、农村助学贷、农业企业共富贷、
共富工坊贷等创新金融产品。为了刺激文
旅产业升级，文成农商银行加大对文旅企业
的支持力度，专设10亿元信贷资金，大力支

持发展田园综合体、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等
产业。迄今已向当地猴王谷、龙麒源等景区
建设提供信贷支持5000余万元。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引
导辖内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通过推
进信用信息建档覆盖维度、提高金融产品适
配性、创新农业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支持
乡村产业振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产业兴，则经济活、农村美、收入
增。”温州农商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培育辖内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助推

“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的精彩蝶变。
村集体经济富了，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就

有了底气。温州农商银行系统紧紧抓住这
一要点，支持村集体经济低收入村增收，出
台“金融强村”十项举措，设立百亿资金定向
助力村集体发展。其中，“强村产业贷”下浮
8%至10%的利率，累计为3134家村集体授
信83.33亿元，优惠让利超4000万元。

其中，苍南农商银行为该县沿浦镇龙澳
村发放“村集体资产收益贷”200 万，支持龙
澳村生态园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这笔低息
贷款，每年可减少村集体利息支出近 13 万
元。到目前，温州农商银行系统已完成农村
新型经营主体建档100%，以金融扶持“村特
色产业+农户创业”模式，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技术创新
“智农共富”擘画农村未来

建设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
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温州农商银行系统借助省行强大的科技
研发支撑能力，深入融入基层治理，助力农
村数字治理，助力构建高效善治的数字化治
理体系新格局。

“浙农经管”“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三位
一体智农共富”平台⋯⋯一个个智能服务系
统推动着“三农”的数智发展之路。据悉，

“三位一体智农共富”平台，不但有“无忧种
田”“无忧销售”等应用场景，还针对农户、农
业企业需求，设置了“无忧贷款”。农民通过
一键操作，即可享受生产、政策补助服务，还
能凭着自己的信用，在平台上向农商银行申
请无息贷款，农商银行先行放款，财政全额
贴息，大大减轻农民种植成本。“从父辈开
始，农商银行一直帮我们解决资金难题，支
持我们把种粮事业做大，种粮规模从几公顷
发展到 200 多公顷。”家住瑞安市汀田街道
的种粮大户薛先生是一名“农二代”，“如今，
我家粮食生产实现了智能化、无人化，粮食
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每年仅利息就可节省
近3万元。”

村集体“三资”管理是农村基层基础提
升的重要内容，是强化农村基层“微权力”监
督的重要切入点，更是推进清廉村居建设向
更深层次发展的重要抓手。为了推进农村
数字化进程，温州农商银行系统在省纪委、
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的领导下，在省行的大
力支持下，率先上线“三资”智慧监管系统。
目前，“三资”智慧监管系统实现温州全市村
居的 100%覆盖，农村小微权力实现“一网
监督”，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规范。

围绕“千万工程”，通过一系列硬核举

措，积极推动改革创新，用“金融妙笔”描绘
出一幅景美人和共富的动人画卷。目前，温
州农商银行系统在山区5县业务发展呈良好
态势：截至7月末，存款市场份额39.14%，贷
款市场份额30.90%，均位居银行业首位；存
款增幅14.77%，贷款增幅13.45%。

温州农商银行系统有关负责人表示，金
融助力“千万工程”，温州农商银行系统坚持
了 20 年。下一步，将继续发挥本土金融机
构优势，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
着一年干，为“两个先行”贡献农商银行智慧
和力量。

村去城来 仰义破壁
李 欣 柯洁凡

加强高质量发展动能，夯实共同富裕基础，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温州市鹿

城区仰义街道正是在新一轮现代化发展热潮之中，牢牢把握发展机遇，以釜底抽

薪之势焕新颜、促共富。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

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仰义街道在

建设过程中，积极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

等方面，实现由“村”到“城”的转变，以大决心大毅力，融入“千万工程”，全面助力

共同富裕。

千万工程：农商十大产品
1.美丽乡村贷：赋能大美乡村美丽经济；

2.强村产业贷：培育地方特色优势产业；

3.农户普惠贷：提供足额便捷便宜融资；

4.工坊共富贷：助力就近灵活就业致富；

5.新农数智贷：服务新型农业主体发展；

6.商户放心贷：培塑乡村现代商业业态；

7.乡村创客贷：点燃乡村创业创新引擎；

8.绿色文旅贷：发展宜居宜游生态经济；

9.安康养老贷：提升乡村居家养老品质；

10.农村消费贷：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

千万工程：农商十大行动
1.助力先行行动：

存贷规模率先温州超10000亿元；
2.强村富民行动：

村集体贷款1032户、37亿元；
3.产业振兴行动：

农村企业贷款2.7万户、553亿元；
4.全域授信行动：

农户贷款2729亿元，占比62%；
5.扩中提低行动：

精准帮扶贷款 10 亿元，助力增收超
4000万元；
6.数字普惠行动：

线上贷款36万户、547亿元；
7.诚信提能行动：

评定信用村（社）2432个；
8.智慧村社行动：

实现村社智慧系统覆盖100%；
9.“两员”派驻行动：

派驻农村（社区）第一书记、金融共富专
员共2300名；
10.党建强基行动：

推动与村社党建共建3686个。

平阳农商银行的农户小额贷款，圆了村民致富梦。 蒋加平 摄

20212021 年末年末，，共富专员走访四共富专员走访四
季柚种植户季柚种植户，，了解农户收成情况了解农户收成情况
及金融需求及金融需求。。 苍南农商行供图苍南农商行供图

（图片由温州市鹿城区仰义街道提供）

仰义街道禾本油茶共富工坊科技人员在田
间工作

仰义街道党员志愿者参与党群服务现场

2021年开园的仰义新二代城市科创园2021年开园的仰义新二代城市科创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