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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初秋，微风拂过江南古村，皆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描绘的和美

乡村画卷。

20 年间，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充分发挥国有大行的“头雁”作用，争当

金融服务“千万工程”、支持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力军。

乡村振兴重点领域金融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着力打造金融扶持海洋渔业产业

新优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覆盖面加速提升，支持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农户贷款业务屡创历史新高⋯⋯“农”情如水，流淌田间地头，带来万千变化。

截至 7 月末，农行宁波市分行的涉农贷款余额为 1149.32 亿元，较年初增加

148.89 亿元，增速 17.5%；其中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161.48 亿元，较年初增加

40.51亿元，增速36.33%。贷款余额、增量均居当地四大行首位。

工作人员为农户讲解金融助农产品工作人员为农户讲解金融助农产品。。

工作人员为市民
讲解“农情守护”项目。

工作人员为市民工作人员为市民
讲解讲解““农情守护农情守护””项目项目。。

创新“贷”来美丽乡村

上个周末，余姚梁弄陈味大糕店门庭
若市，游客纷纷点开微信上的“五彩梁弄”
公众号抢券下单。有游客称赞：“这里不
仅有吃、住、行、购物、金融等信息，还能阅
览文旅、党建、宣传等内容，丰富极了。”

“五彩梁弄”是农行宁波市分行与梁
弄镇政府共同打造的镇级数字乡村平
台。该平台能为当地小商户、合作社、民
宿、果园等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线上线下一
体化资金清算，还能整合大数据助推乡村
旅游发展。上线 2 年多，平台已吸引梁弄
镇近 200 户商户入驻，去年的交易流水达
2734万元。

数字化拓展了金融服务场景，也推动
了乡村治理金融服务的“普惠化”。针对农
户村民，该行陆续推出了“链捷贷”“惠农 e
贷”“甬农e贷”等产品。当前，该行还在努
力加快惠农网贷产品的研发，力争三季度
产品上线，进一步提升客户触达能力。

金融助农要保护“绿水青山”，提升乡
村颜值，带来“金山银山”。农行宁波市分
行紧随“千万工程”走深走实的脚步，持续
发挥信贷主渠道作用，创新推出“美丽乡
村贷”等产品，重点支持全市各地农村的
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
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

为持续提升三农领域金融服务的覆
盖面和精准度，近年来，该行还进一步加
大信贷政策和资源倾斜力度，加快普惠产
品创新，优先满足普惠小微企业贷款需
求。到 7 月末，农行宁波市分行的乡村产
业 贷 款 余 额 211.91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42.46 亿元，增速达 25.1%；乡村建设贷款
余额 198.98 亿元，较年初增加 60.13 亿元，
增速43.3%。

“蓝色信贷”升级放量

“短短几天，115 万元贷款就一次批下
来了，准备迎接下个月的全面开渔。”这两
天，象山船老大老王通过抵押手上的新

船贷款给自己备足了开渔物资，翘首期
待今年首次“双船齐发”，捞得更好收
成。

靠海吃海的象山，船是渔民最重
要的谋生家当。“捕鱼要看天吃饭，
买船修船要钱，付工资购物资要钱，
如果不能用船贷，饭就没得吃。”老王
道出了成千上万“船老大”及渔民的
心声。

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为
解决渔民的资金痛点，农行象山支行20多
年来持续创新优化涉渔金融产品，聚力支
持当地做大做强海洋渔业产业。

全周期的融资服务，拓宽了渔民的致
富通道。“从最初单船100万元上限到如今
单船可贷足整整 500 万元，解决了我公司
一次性购置渔船的大额资金所需，做大做

强远洋捕捞更有底气。”宁波欧亚远洋渔
业有限公司江财国董事长回忆起 20 多年
前，自己在孤悬于象山海岛上的农行象山
南田支行申请贷款时的情形，不禁感慨自
己曾是“渔船贷”“渔民贷”的受益者，也是
农行系列“蓝色信贷”业务支农惠民的亲
历者。

农行宁波市分行“蓝色信贷”的业务
创新可追溯至 2009 年。正当象山渔民面
对担保难、融资贵的共同困境一筹莫展之
时，农行宁波市分行在全市首创渔船抵押
贷款业务，不仅支持渔民购置、维修保养
渔船，还能提供人工费用支出等出海所需
资金。

而且多年来，对船舶抵押的门槛逐步
放低，最长贷款期限从 3 年延长至 8 年，贷
款年化利率最低降至 3.15%，还款方式变
得灵活多样⋯⋯“蓝色信贷”的优化升级，
让贷款的受众面越来越广。

目前，农行宁波市分行已累计为全市
近 800 户渔民发放了 42 亿元渔船抵押贷
款。截至 7 月末，渔船抵押贷款余额 9 亿
元，较年初增加2.6亿元。

“农情守护”助残奔富

年初以来，看到亲身参与的以残助残
志愿服务项目在当地接连受表彰，慈溪桥
头镇明美蔬菜的农场主余志明心里甭提
有多暖。

身残志坚的余志明，不仅自己创业致
富，2006年还创办慈溪市桥头明美蔬菜农
场，帮助身边的残疾人就业创业。“得知我
组建的明美‘6+X’帮扶服务团，希望为残
疾人提供‘一户一棚一万元’的个性化帮
扶，去年，农行慈溪分行一次性提供了 30
万优惠贷款。”余志明说，农行是他背后最
坚实的后盾。

从信贷支持缓解残疾农户资金压力，
到推广金融助农项目覆盖更多残疾农户，
再到产、供、销全流程跟踪服务解决后顾
之忧⋯⋯多年来，农行宁波市分行以开展
金融助残服务为契机，会同当地残联不断
探索广泛合作，为残疾人发展生产、勤劳
致富提供更多支持。

推进实现乡村振兴，要进一步加强弱
势群体帮扶。前不久，该行还联手宁波市
残联启动了“农情守护”金融助残项目，发
布金融助残八大行动方案，围绕打造助残
共建生态系统、创建“无障碍”示范网点、
组建金融助残志愿团队、普及金融安全知
识防范风险、配套助残创新金融支持、成
立“农情”助残项目基金、开拓掌银商城助
残专区、推广数字人民币无障碍应用等内
容，积极探索扶残助残新模式，全方位打
造“农情守护”服务品牌。

农行宁波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农行宁波市分行将继续践行金融为民
的理念，不断拓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广
度和深度，在金融赋能“千万工程”再深
化、再提升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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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引领
由镇转城全域美丽

从“三生融合、三态协同”的理念出
发，高桥镇正在全面开展镇域国土空间规
划研究，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深刻重塑，城
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让民生品质与中心
城市接轨。

高桥镇始终深耕“为民”。今年，月塘
东生态区、姚江南岸规划建设，轨道交通 6
号线、邵家渡大桥、海曙区委党校、海曙中
学等重点项目推进，高桥实验学校（暂
名）、社会治理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大楼等
项目加快谋划⋯⋯公共基础设施“由镇转
城”的氛围越来越浓。

加快文化资源城乡流通共享。前些
年，高桥镇、村两级引入城区阅读资源，累
计投入2亿多元，开拓阅读空间5000余平
方米，促使公共阅读空间藏书量翻番，日
常阅读人数增长 2.5 倍。激活文化礼堂等
农村文明阵地，高桥镇积极打造“礼善桥
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示范线。目前，
全镇已有 29 个村、社区打造实践站，成立
志愿服务团队近 70 个，其中 9 个行政村串
联为示范线，文化礼堂承接“送戏下乡”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公益课程等惠
民文化活动，今年全镇已开展各类文化活
动1163场，参与人次39.91万。

走进高桥镇便民服务中心，可以一站
式获取 17 类 371 项涵盖公民和企业的便
民服务。劳动纠纷接待受理窗口、法律咨
询室、仲裁派出庭⋯⋯“金牌调解”组织化
解大小社会矛盾。其中，劳动纠纷多元化
解中心整合综治、公安、司法、工会、商会、
企业自治调解组织等多方力量，以“1+X”
方式开展劳动争议调解、劳动监察、仲
裁。目前，所有案件 100%结案，调解成功
率90%以上。

此外，“个性化”帮扶精准服务人群、
残疾人“无障碍进家庭”项目、15 分钟综合
养老服务体系、全区首家试点“慈善+保
险”新型救助模式⋯⋯以公共投入助推城
乡融合，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数智融合
基层治理机制再优化

翻看地图，四个各具特色的片区组成
了高桥全域。而辖区内，不少融合型大社
区范围广、人员构成复杂、流动人口比例
高、利益需求多样，治理难度较大。近年
来，高桥镇通过“四治融合”的现代社区治
理体系改革不断强化群众对政府的信任
与认同，奠定了民心基础。

因地制宜，推动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
展。去年以来，高桥镇重点打造“党建统领
分区共创”治理新名片，将全镇 53 平方公
里分成南北中西四个分区，并分别设立四
个分区党委进行实体化运作，下沉一线充
分整合分区内所有党组织资源，实现共建
共享。同时，高桥镇一方面面向全大市公
开招引乡村振兴领军储备人才，激活乡村
治理新动力；一方面聚焦年度工作重点，坚
持问题导向，通过‘双月亮榜’等载体持续
深化村社绩效考评机制，营造比学赶超氛
围，进一步激发村社干部干事热情。

聚焦多个融合型大社区大单元，高桥
镇创新探索“五最五融”工作法，在治理的

“最薄弱、最困难、最复杂、最前沿、最细
微”处找寻“最优解”，高桥社区“枫领谊

站”、学院社区“学愿予你”共富工坊等一
批标志性站点品牌成为城郊居民的“心灵
港湾”。

先行探索新模式，城中村引入城市物
业，启动街铺跨门营业整治和村域机动车
有序管理，创新“可视远程帮办”数字服务
场景，村社服务站点的可办事项从原来的
15项扩展到90项。

信息化支撑，打造“融安居”应用场
景。通过网格实地摸排、云端数据采集，
该数字化场景做到人房底数摸清、物居业
三方联动，建立居民信息数据库，今后可
精准推送“独居老人一链服务”“蓓蕾托管
班”等个性化服务，稳步推动社区服务走
向智能化。

内部资源整合，治理模式由粗放转向
精细。比如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高
桥派出所，2022 年 12 月起推动 110 报警
服务台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效对
接，联动发挥片区网格员力量，实现非警
务警情分流处置，有效提升派出所警力运
转效能、提高服务群众的效率。1月至8月
该所有效警情同比下降26.99%，警情分流
处置率达32.55％。

“这些创新实践都是从全局站位梳理
工作机制后完善的顶层设计，充分体现了

‘体制革新’的优势。”高桥镇相关负责人
说。眼下，“分区共创”乡村振兴体系、“共
融智治”社区治理样板、“高桥荟”锋领智
享平台均初显成效，高桥镇将继续着手实
施“村（民）转居（民）”。

向高向新
产业转型富民增收

随着“千万工程”“美丽乡村”接续推
进，高桥镇不断优化乡村环境面貌，促进
生态价值转化，实现富民增收，激活共创
发展动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心圆”越
画越大。

今年，高桥镇种植 1604.5 亩油菜花
田，分布在高桥“农景之窗”和 9 个乡村地
区。在初春时节，田园美景吸引游客超万
人，带动高桥镇文旅餐饮消费超百万元。

美丽经济之外，高桥镇持续盘活“沉
睡”的国有资产。“数字眼”，是覆盖高桥
全镇，集实时监督、数据处理、预警分析
等功能于一体的国有资产可视化监督平
台。它能清点底数，载入辖区 421 处国有
资产，涉及房屋建筑面积约 26.9 万平方
米，土地面积 25.5 万平方米；也能监督预
警，对于利用效率低下等情况进行整改
提示。

向高向新转型，高桥镇推进招商引才
和产业焕新。一方面，通过与市投资促进
署、区招商中心、区人才办建立联动机制，
今年镇领导班子赴外市招商 6 次，对接企
业超 50 家，目前新注册 249 家企业，其中
千万以上19家。另一方面，“筑巢引凤”招
揽科创人才项目，比如2018年落户的省领
军型创新创业团队众远新材料、2019年落
户的国家级人才计划，预计今年产值都将
破亿元。

“我们坚持聚焦科创引领，连续五年
荣获全区人才工作先进集体，华缘新材、
万华建设、立华制药等重点企业在各自领
域领跑，一批高层次人才项目企业迈上新
台阶，协同创新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高
桥镇相关负责人说。

农景之窗油菜花

夏日清晨，漫步在高桥镇望江农业公园的彩虹步行道，两边大片的稻田长

势喜人。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打造美丽田园多彩农业，让这里“一年四季、季季

有景”，一跃成为年轻人热捧的网红打卡地。

“千万工程”推进以来，高桥镇将“城”与“乡”放到一起谋划、一体推进，美了

“颜值”，富了“百姓”。近年来，高桥镇更是推动城乡精细化治理、以优商共创发

展动能、以公共投入提升生活品质，走出一条由镇转城的“蝶变”之路。

高桥镇商会大厦及文
体中心

高桥镇商会大厦及文高桥镇商会大厦及文
体中心体中心

（（图片由海曙区高桥镇提供图片由海曙区高桥镇提供））（图片由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