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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治理 以水兴城

天色向晚，晚风吹拂四周。在白龙
桥镇新昌桥村的白沙溪畔，不少游客在
品尝农家菜之余，循着波光粼粼的溪水
游赏散步。

“早些年，水面尽是水葫芦，四处漂
浮的垃圾更令人避之不及。”为了让村
庄旧貌换新颜，村党支部书记柯建康带
着党员干部下河打捞垃圾,并对河道进
行全面排查清理。伴随“五水共治”“浙
中生态廊道”等系列项目的跟进实施，
村里的河流干净了，人心也凝聚了。

美丽蝶变的新昌桥村是婺城“五水
共治”的“见证者”“经历者”。自 2013
年浙江省拉开“五水共治”的帷幕以来，
婺城区全面推进治水工作，实行挂图作
战、倒排时间、销号管理，并从金华最脏
最臭的长湖入手，打响“五水共治”的第
一枪。

通过落实完善“河（湖）长制”，健全
“一河两长”“一河两员”责任体系，统一
开展全域河长巡河活动。

建立河湖档案、安装视频监控⋯⋯
重点做好水质监测工作，强化数字赋
能，全面提高河湖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数据显示，从 2004 年至 2022 年，

婺城区地表水区控断面 III 类水以上占
比从46.87%到100%。这些年，先后打
造了白沙溪、武义江、雅干溪、金华江等
省级美丽河湖 4 条，莘畈溪等市级美丽
河湖1条。

在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果上，
统筹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累计投
入资金 20 亿元，实施项目 1 万多个，完

成 806 个生活小区、18 个乡镇（街道）、
5 个工业园区、5000 多家工业企业、
2000 多家“六小”行业、200 多家机关
事业单位的“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治水
成效不断提升。

目前，这里的水质位列全国三甲，
五夺治水“大禹鼎”，先后获评全国文明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
家森林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连续 13
年获评全国十大宜居城市。

放眼全区，颜值不断焕新的一条条
河流，清澈宛如碧玉丝绦，环绕着婺城
大地，美不胜收。

全域发展 以水促旅

围绕着这一泓好水，婺城不仅做优
“水文章”，打好“生态牌”，还要谋划“水
经济”。

激情盛夏，高温“点燃”了乡村旅
游。集生态养殖、观光旅游、科普教育
为一体的熊猫猪猪两头乌国际牧场成
了网红打卡点；望山隐庐描绘了“诗意
栖居”的慢生活图景；清塘湾露营基地
再现“金华小千岛湖”景致；新昌桥蝶
变成了滨水乐园⋯⋯创建白沙溪国家
级水利风景区，创成梅溪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诗意盎然的山水诗画长卷缓

缓展开。
据统计，2022 年，婺城全区接待游

客 342.4 万人次，收入 46.7 亿元，乡村
旅游收入 4.05 亿元，较十年前翻了一
番。

这里，大力发展小水电经济，探索
“国资统筹”的集约化管理新路径，为全
国绿色小水电创建工作提供了示范样
板。

衢江婺城段航运开发工程通航，婺
城港区罗洋作业区一期已完工、乾西作
业区正在加快建设，“浙中黄金水道”重
返婺城。

好水灌溉，孕育出富硒大米、富硒
水果、冷水茭白、清水鱼养殖等致富产
业。现代化饮用水工厂屹立绿水青山

间，清洌的婺城水走进上海等大城市。
如今，生态优势正是婺城的发展优

势。省运会皮划艇赛、中国山水四项公
开赛、全国钓鱼人运动会、全国电动冲
浪板锦标赛等诸多大型水上赛事纷纷
落户，推动“赛事+社交+电商+制造”跨
界融合。

更替传承 以水化文

近日，中国首部山水人文电影《白
沙溪》全球首映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华夏厅举行。如同一篇优美的散文诗，
电影将白沙溪畔的人文、自然与非遗娓
娓道来，从人文视角展现水墨婺城的时
代画卷。

白沙溪的故事，还得从 1900 多年
前说起。东汉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
辅国大将军卢文台率部将 36 人韬迹隐
退来到辅苍（今金华市婺城区沙畈乡停
久村），了解到此地土壤肥沃但旱涝频
发，遂勘察地形，在沙畈乡的高儒村修
筑白沙堰，引水灌溉，从此拉开了白沙
溪三十六堰建设的帷幕。

新中国成立后，白沙溪上修建了沙
畈水库和金兰水库，部分古堰被永久留
在水底。但目前仍有 21 座古堰继续发
挥着引水灌溉作用，供水保证率也进一
步得到提高。库、堰、渠形成了白沙溪
的一个灌水体系，灌区面积达 27.8 万
亩。

时和岁稔，在三十六堰的滋养下，
金（华）兰（溪）汤（溪）三角地带，不仅农
业生产长足发展，水上航运蓬勃，这方
水土上的三百六十行也因之兴盛。

2020 年 12 月，白沙溪三十六堰被
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了婺城又一
张世界级“金名片”。

涓涓细流倾泻而下，留给沿岸百姓
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文化内涵，还有
精神力量。

卢文台率众人在崇山峻岭中垦辟
田畴卢畈，利用南山丰富的木材、毛竹、
卵石等材料修筑白沙堰，靠着因势利
导、科学治水、以人为本的理念克服种
种困难，把荒芜之地变成南山粮仓。千
百年来，这种精神也感召着一代又一代
的白沙人民迎难而上，传承光大治水之
魂。

水逶迤而清深，山连属而秀拔。在
绿色发展的大道上，婺城人也将一如既
往，阔步前进，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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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上午，从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美丽浙江建设推进会上传来喜讯，金华市婺城区被授予 2022 年

度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优秀县（市、区）“大禹鼎”银鼎，这是该区第五次获得全省“五水共治”最高奖“大禹

鼎”。

婺城因水而生、依水而建、顺水而兴，作为金义黄金主轴的重要节点，也是文化礼仪之邦、仙山秀水之都。近

年来，婺城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深入实施“千万工程”，按照水岸同治理念，以打造浙中生态廊道为目标，筑牢水

安全、保护水生态、助力水经济、传承水文化，描绘了一幅水清、岸绿、景美、民富、城兴的生态宜居“全景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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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金融保障力度
持续完善金融供给
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相对薄弱。针

对这一情况，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浙江监管局一方面加强金融机构支持
创新发展应收账款融资、存货融资、预
付款融资、订单融资等差异化供应链
金融服务，打通农业企业融资渠道，另
一方面从数字化改革、统筹多方力量
等方向发力，积极在县域推广浙江省
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持续提升农村融
资便捷性。在监管部门指导下，金华
各金融机构主动作为，深入调研农村
金融需求，积极创新产品，持续完善供
给侧结构，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活水。

“有了银行供应链贷款，整个链条
都活了。”近日，浙江大北农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高兴地说。该企
业主营配合畜禽饲料生产及销售，因
畜禽出栏有一定的时间要求，下游客

户回款时间最长达6个月左右，一定程
度上占用了企业自身的流动资金，且
下游企业因抵押物等多种原因限制，
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难点。

了解情况后，工商银行金华分行
积极向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业务，在
利率、效率、额度等方面缓解核心企业
资金问题。

今年以来，为更好地提升对涉农
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和覆盖，工商银
行金华分行将行业龙头企业作为核心
客户，通过了解企业贸易信息、业务模
式、付款节奏、交易对手等情况，拟定
供应链上下游客户批量营销方案，充
分发挥供应链金融在物流、商流、资金
流和信息流上的优势，努力解决企业
上下游客户的融资难问题。今年上半
年涉农贷款余额超 800 亿元，较年初
新增111亿元。

金华各银行持续完善金融供给，
切实增强乡村的金融服务获得感。

兰溪农商银行畅通“政银担”合作

机制，破除农业经营主体因缺乏抵押
物而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转贷难困
境，累计发放“政银担”贷款 1.82 亿元，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60户。

稠州银行在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水平
上着重发力，创新推出了“乡村振兴
贷”等产品，为农业企业、新型农户创
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其中，“乡村振
兴贷”是稠州银行为解决“三农”融资
难问题，在“整村授信”模式基础上推
出的纯信用线上贷款产品，实现申请、
受理、审批、放贷等环节全流程“一网
通办”，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

投身乡村建设
多方助力共同富裕
金融不仅要解决好资金问题，还

要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助力提

升乡村基础设施水平。今年上半年，
浙江辖内（不含宁波）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贷款余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余额增长均达20%以上。

兰溪市黄店镇王家村位于白露山
南麓，近年来，该村深挖医药文化底
蕴，紧抓生态民宿打造，摸索出一条乡
村发展之路。兰溪农商银行针对王家
村创新推出“统一管理、农户分成、农
商支持”发展模式，由村集体和旅行社
联合成立旅游公司，兰溪农商银行提
供专项资金支持。

同时，该行还与文旅局签订战略
合作，对枫丹小径、拈花药谷等资源进
行挖掘，助力王家村农业产业链延伸
升级。王家村顺利拿到了 420 万元资
金支持，“农家小院”成功转型成“精品
民宿”，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

同 时 ，兰 溪 农 商 银 行 深 入 实 施
“三位一体、精准帮扶”计划，重点关
注低收入人群升学、创业、养老等金
融需求，强化特殊群体金融服务。加
大培育发展农创客，护航农业初创群
体发展之路，以信用资产等多维度进
行信用评定，实现农创客授信百分百
覆盖。

各家银行积极探索参与乡村建设
的方式。建设银行东阳支行借助特色
产品和创新产品，先后与 7 个省级文
明村党建共建，联手推广“美丽乡村文
明贷”等业务，加大对乡村生态环境提
升、乡村产业升级等领域信贷支持，助
力乡镇市场发展，造福农村群众，助推
乡村振兴。截至 6 月底，累计向 1091

户农户发放贷款16.86亿元。
为满足广大涉农经营户经营需

求，建设银行东阳支行积极为农户提
供生产经营性贷款，截至 6 月底，贷款
客户数达 3266 户，余额突破 20 亿元，
较年初新增 7.26 亿元，位居金华分行
第一，有力支持乡镇市场发展。

今年以来，针对虎鹿缝配市场经
营农户，建设银行自主创新“缝配贷”
产品，为乡镇缝配市场经营户授信贷
款 6100 万元，支用发放 5500 万元，并
配套提供信用卡、电子银行、外汇等一
揽子公私综合金融服务，得到政府和
市场的高度认可。

建立便民服务圈
让金融服务更贴民心

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是农村居
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指导金融机
构持续加大金融科技、惠农渠道在
农村地区的投入覆盖，推进农村传
统金融转型升级，助力打造全民覆
盖、城乡一体、优质优享的公共服务
体系。

浦江农商银行与该县行政服务
中心合作，在全县 244 个社区、行政
村建立便民服务点，充分融入社会治
理体系，切入政务、民生、社区等服务
场景，打通政务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目前，通过政银合作站点及该
行窗口、自助机具、手机银行等线上
线下渠道已累计代办政务服务 17 余
万件。

6 月，浦江农商银行与县行政服务
中心创新探索推出“丰安便民贷”，获
评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的办事员可
分别获得不同梯度贷款利率和贷款额
度的授信。“丰安便民贷”的推出，让为
群众办好事、实事的“道德风尚”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政策福利”，进一步激
发村级代办员制度活力。近日，浦江
县浦阳街道同乐村的村政务服务办事
员陈燕仙获得了农商行30万元的低利
率贷款授信。

兰溪农商银行拓宽村级金融渠
道，依托各行政村，在全市范围内设立
丰收驿站329家。村村都有丰收驿站，
可实现小额存取款、转账、水电费缴
纳、社保缴费、自助终端放贷还贷等基
础金融服务。

稠州银行在桃溪镇西塘村签约设
立了该行在武义县的一家农村金融服
务站，为村民提供汇款转账、水电费缴
纳、话费充值等公共服务。

此外，稠州银行与武义县开展长
期、持续的农产品产销对接，助力山区

优特农产品销售。武义的益农社既是

三农服务站，又是农村金融服务站，通

过各种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直播电

商、培训体验等植入，滞销的农产品火

起来了，百姓得到了实惠。目前，全县

已建成 500 个益农信息社，铺设了一

条覆盖农村、立足农业、服务三农的信

息高速公路。

乡村振兴之路任重道远，需要各

方共同努力。在新的征程上，金华金

融业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以金融之

力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打好金融服务组合拳 助力乡村振兴加速跑
章任艳 鲍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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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抓手，是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

的期盼。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印发《关于金融支持

新时代“千万工程”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板的实施意见》，围绕助力

乡村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共同富裕、助力塑造和美乡村等重点领域，提出

12方面意见，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倾斜、金融服务向农村覆盖、资源要素

向农村流动，大力支持新时代“千万工程”，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

板。今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华监管分局推动金华金融机构积极

落实各项金融支持措施，坚持实施金融惠农政策，加大涉农贷款投放，提

升金融服务质量，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稠州银行客户经理在武义县车门村盟山殿茶园进行调研
走访。 郭子杰 摄

客户经理上门提供服务 工行金华分行供图兰溪农商银行利用“丰收联盟”平台帮助农户拓宽桑葚等短期时
令果蔬销售渠道。 兰溪农商银行供图

浦江农商银行金融管家走访洛神花产
业酿酒基地。 时补法 摄

建行助力农户销售阳光玫瑰葡萄近 1000 斤，受到客户的倾
情点赞。 潘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