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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青山盈盈，碧水潺潺，广袤
的乡村焕发着勃勃生机。2003 年，浙
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一
场生态、生产、生活的嬗变在之江大地
迤逦展开。

走进临海市杜桥镇东连村，映入
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生猪养殖场
房，拖拉机正在有序作业，屋舍翻修
材料分类码放，饲料机械在高效运
转。一个月前，生猪养殖场的场主
项 茂 利 还 在 为 养 殖 场 房 的 翻 修
发愁。

2017 年，项茂利经营了一家占地
面积 4000 平方米的养猪场。今年 3
月，正值养殖场 500 多头母猪产仔的
关键期，项茂利急需一笔资金用于猪
圈翻修、饲料及药物储备等，但因为
资金短缺犯了难。后来经朋友介绍，

他来到了邮储银行杜桥镇支行，支行
客户经理详细了解了客户的生产经营
情况，并根据实地走访结果，向项茂
利推荐了邮储银行的极速贷自然人保
证贷款。短短 5 天时间，杜桥镇支行
为客户成功发放贷款 30 万元，积压在
项 茂 利 心 头 多 日 的 难 题 终 于 迎 刃
而解。

近年来，邮储银行台州市分行在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的
指导下，立足台州、服务台州，聚焦

“三农”重点领域，深度参与“千万工
程”，有效借助政银担合作机制，破解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为村民
们提供更多实惠，帮助农户们增收致
富。截至 7 月末，全市涉农贷款结余
324.92 亿元，净增 26.28 亿元；普惠型
涉 农 贷 款 结 余 137.84 亿 元 ，净 增

11.56 亿元。
“在金融赋能‘千万工程’中，我行

抓住产业振兴这个‘牛鼻子’，坚持分
类施策，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激活农村产业发展动力。”邮储银
行台州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左坤介
绍。该行聚焦“一县一业”强县富民工
程和乡村重点产业提升行动，通过构
建农村市场网格化运营体系，稳定增
加涉农信贷投入，创新涉农金融产品
和服务模式，打造特色农业贷，重点支
持地区主导产业、农产品精深加工、农
村电商、文旅休闲服务等新产业新
业态。

作为金融服务“三农”的主力军，
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也是邮储银行台州市分行服务“千万
工程”走深走实的重点工作。在支持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该行以浙江
省千项万亿项目清单、农业农村部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清单等文
件为抓手，积极支持抽水蓄能项目、
污水处理项目和危险废物处置项目
等；在支持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该行通过推进金融与教育、社保、医
疗、社会救助等县域民生系统的互联
互通，进一步推广县域开放式缴费
平台业务，通过加大对医院、学校等
县域公共服务机构融资支持，补齐
县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县域
基本公共服务便利性和金融服务普
惠性。

下阶段，邮储银行台州市分行将
继续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为助力万村千乡美丽
蝶变贡献邮储力量。

邮储银行台州市分行：

金融赋能“千万工程”描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罗亚妮 夏 琦

8 月 18 日，浙里昌硕·寻迹鄣吴，
2023 安吉鄣吴第五届亲子（研学）旅
游节在湖州安吉县鄣吴镇开幕。当
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家庭在鄣
吴镇鄣吴村文化礼堂内制作精美竹
扇，在修谱大屋体验活字印刷技艺，

感 受 研 学 活 动 带 来 的 传 统 文 化
魅力。

在开幕式上，鄣吴镇发布了“浙
里昌硕”文旅品牌，并开展了“书画
作品展”“亲子研学”等一系列精彩
活动。接着，在古鄣人才招引·青年
博士签约环节，鄣吴镇为青年人才
提供了众多优惠政策，积极介绍普
惠制托育，展示了“安有善育”的服
务成效。

“ 本 次 亲 子 旅 游 节 聚 焦 优 势 亮
点，挖掘人文内涵，突出文化引领、
文 旅 融 合 。”鄣 吴 镇 副 镇 长 叶 苏 苏
介 绍 ，该 镇 充 分 利 用 昌 硕 故 居 、修
谱 大 屋 等 30 余 处 明 清 时 代 古 建 筑
和 遗 迹 ，展 示 其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 ，
吸引天南地北的游客纷至沓来。同
时 ，该 镇 还 修 建 了 清 风 馆 、古 鄣 美
术馆等体验馆舍，为亲子家庭游客

提供多元化的旅游休闲项目。
厚植文化优势，赋能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近年来，鄣吴镇结合吴
昌硕 “诗、书、画、印”的主线脉络，
顺势推出了手工制扇、拓印、国学、
知青文化、家风文化等系列研学课
堂，打造“行走的课堂在古鄣”亲子
游。“去年，该课堂共吸引游客约 2.5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近 2000 万
元。”叶苏苏说。

眼下，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鄣
吴的各类主题特色民宿火了，以鄣吴
扇艺为主题的不须归民宿、以竹编工
艺为主题的溪境民宿、以昌硕书画为
主题的一梵民宿等广受好评。此外，
为了鼓励和引进更多新业态，鄣吴镇
推出了《乡村振兴产业奖补政策》，依
据体量大小，对文旅融合类的业态经
济给予最高奖补 50 万元。

陈宇是鄣吴的“扇二代”，他子承
父业在乡间办起竹扇工作室，去年
成功申请了奖补资金，他说：“工作
室采用线上直播，线下承接亲子体
验团队的运营模式，每天过得忙碌
而充实。”据悉，制扇作为鄣吴特色
产业，已有百年历史，年产量 3000 万
把，占全国三分之一市场份额。目
前 ，全 镇 拥 有 省 级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1
人，市级制扇非遗传承人 12 人。

以文促旅，以旅兴文，安吉县鄣
吴镇走出了一条以文旅融合探索共
同富裕的道路。“我们正加快步伐修
复文化遗址，规划古村落新业态，加
强文旅项目招引，推动文旅深度融
合。接下来，我们还将做强‘浙里昌
硕’文旅品牌，推出系列活动，形成
资源的集聚效应，为乡村振兴添动
力。”鄣吴镇党委书记梅本炜表示。

2023安吉鄣吴第五届亲子（研学）旅游节开幕

擦亮文化底色 激活文旅产业
沈嘉毅 俞 莹

图为国风少年在安吉县鄣吴镇的研学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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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育慧

近年来，嘉兴市海盐县坚守文物
安全生命线，统筹文物保护与社会经
济发展，打好文物资源活化利用组合
拳，努力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工作水平。

海盐发挥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统
筹协调机制，分管副县长坐镇指挥，
各成员单位根据部门职能协调配合，
落实土地出让“考古前置”，将文物管
理纳入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强化气象
预警，将文物保护单位与国有博物馆
纳入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延
伸监督“探头”，聚焦文物保护领域的
责任落实、资金使用、制度执行等 5
个方面 16 项内容开展全过程、跟进
式监督。

同时，海盐建立健全文物安全考
核机制，每年与各镇（街道）签订文物
安全责任书，55 处文物保护单位全
部实现安全责任人公示，对主动发现
上报的文物保护问题常态化跟踪问
效，压紧压实有关部门整改责任。借
力省、市级文物安全智慧监管平台，
监督指导县镇村三级文保员队伍实
现 252 处不可移动文物巡查月度全
覆盖，问题隐患处置全过程闭环管
理，层层落实文物保护利用职责。

一直以来，海盐把确保文物安全
放在首要位置，切实增强文物保护主
动性，加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保障，积
极争取省级、国家级文保专项资金支
持，2020 年至 2022 年投入文物事业
经费年均超千万元并实现稳增长，确
保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资金、人员到位。

海盐还全面摸清县域内不可移
动文物安全隐患，分级分类建立文物
安全隐患动态清单和责任清单，研究
制定涵盖43项的《海盐县文物消防、

安防工程及文物建筑修缮目录》，明确
责任主体，分批次实施保护工程，逐步
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去年以来，
已启动实施文物平安工程与保护工程
15项，总计投入1048.36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海盐扬长避短，
精准规划、分步实施，合力打造特色
文旅金名片。

比如钱塘江海塘海盐敕海庙段
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也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盐把古海
塘活化利用与水利科普、文化体验、
休闲度假等多元素景区资源结合，加
大基础设施提升与对外宣传推广，成
功打造杭州湾日出观赏胜地。今年

“五一”假期，海盐观日出游客达 4.7
万人次。

再比如，沈荡镇巩固小城镇环境
整治成果，立足文物建筑聚集优势，
梳理研究街区肌理，致力于打造贲湖
路特色街区，推进古镇老街的集群保
护与开发，已有 7 处文物古建及多处
空置老房得到修缮保护与合理利
用。今年春节在沈荡举办的“我们的
村晚”省主场活动深度融合老街历史
文化氛围，吸引省内外游客 10 万余
人次，实现经济收益超千万元。

另外，澉浦镇也积极推进朱家门
古村落保护开发，打好古建筑群统一
规划与修缮、增设公共服务设施、景观
打造提升等组合拳，并通过回收产权、
结对帮扶、专人运营等方式完善管理
机制，引进学者金纲、诗人白地、艺术
家冯鸣等文艺名家，“白地三影”文创
工作室、普地梦都艺术中心等文化产
业，形成以古村落为核心的文创基
地。3 月，六里村成功入选第六批中
国传统村落，1月至6月六里村核心区
域朱家门共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实
现乡村旅游收入800余万元。

古韵新生，
海盐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海盐县“十大梦想”传媒展 （图片由海盐县文旅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