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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
助推产业兴旺

日前，在义乌市义亭镇义宝农庄
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来回穿梭，农田
里生机勃勃。

义 乌 市 义 宝 农 庄 创 办 于 2000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优质稻米生产的
金华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在浙江省义
乌市、吉林省永吉县等地共建有 2.11
万亩优质稻米基地，拉动基地 2 万余
农户增收。企业先后被评为“金华市
农业龙头企业”“金华市 AA 级信用
企业”“义乌市十佳农业龙头企业”

“义乌市优秀（诚信）民营企业”。
“我们为了提高效益、促产增收，

用的都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流
动资金需求逐年增加，但是企业没有

多余抵押资产，资金周转是存在缺口
的。”浙江省义乌市义宝农庄企业负责
人介绍道。

为解决义宝农庄的融资难题，大
力支持粮食生产，农行义乌分行客
户经理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其生产经
营情况及资金需求，围绕惠农贷款
优惠利率政策，为农庄定制并发放
了 300 万元农信担保专属贷款，在满
足农庄运作的同时，还降低了融资
成本。

坚持服务“三农”不动摇，不断加
大“三农”信贷投放，创新“三农”产品
服务，农行义乌分行为“三农”发展持
续注入金融活力。

骆东兴是义乌市福田街道白岸头
村村民，多年前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开
办了一家红糖厂。经过几年的摸索和
发展，逐渐形成规模，同时也创建了自
己的品牌“商城红”，各类红糖相关产

品应有尽有。但随之而来的，是资金
不足带来的困扰。

获悉情况后，农行义乌市场支行
第一时间上门，帮助客户分析市场
形势，了解客户采购生产设备资金
需求，针对性地提出采用义乌市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的方式进行贷
款，解决客户无抵押物的难题，客户
当场就通过企业网银发起了线上贷
款申请。

2 天后，300 万元资金打入企业
账户，骆东兴激动地说：“农行在我们
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真是雪中送炭
啊！”

如今，骆东兴经营的公司拥有近
3000 亩的流转土地，种植着枣树、小
麦、玉米等农作物，同时设立了蜜枣、
南枣等加工基地。

宜居宜业
建设和美乡村

点“绿”成金，为的是带动更多农户
致富。近年来，农行义乌分行持续加大
贷款投放力度、拓展金融服务触达、创
新金融场景覆盖，提升数字化经营能
力，打造惠农通服务点，打造了一批乡
村振兴金融场景，加载线上办贷、惠农
理财、电子商务等基础移动金融服务。

义乌市大陈镇拥有秀丽的自然风
光、独特的生态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
化底蕴，可以借助生态旅游吸引游客，
发展旅游项目，设计乡村观光路线，吸
引游客走入大陈，同时在镇上组织文
化节庆活动、举办民俗表演等。

农行义乌分行积极与大陈镇政府
合作，创新打造“惊喜大陈”文旅垂直
场景，通过开发“惊喜大陈”小程序，助
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和美富裕。未
来，农行义乌分行将在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环境打造、民俗文化保护等方面
做好金融支持，为义乌美丽乡村建设
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惠农贷款
引领村民致富

孟秀蓉是义乌副食品市场一名经

营户，她打算种植灵芝，自产自销，最
终定址义乌市赤岸镇羊印村，打造了
福林草品牌，但随之而来的是资金周
转困难的问题。

农行义乌分行获知情况后，第一
时间找到客户，帮助其分析市场现状、
发展前景等，最终以随借随还的线上
自助惠农贷款帮她解决了临时资金周
转难题。

有了启动资金，孟秀蓉放开手脚，
从开垦、播种、养护一步步看着灵芝萌
芽、开伞、成熟，心里的大石头落下。
如今，前往赤岸镇羊印村观光游览，体
验和购买纯正灵芝孢子粉的游客络绎
不绝，福林草灵芝孢子粉的品牌知名

度也不断提高。
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多种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农行义乌分
行以“惠农 e 贷”为抓手，持续加大

“三农”信贷支持力度。8 月末，全
行涉农贷款余额达到 509 亿元，2023
年新增 86 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 30
亿元，2023 年新增 14 亿元，支持农业
龙头企业 15 家，用信余额 13.69 亿元，
带动农户增收 3.67 亿元，惠及农户
3189户。

同 时 ，该 行 不 断 加 强 支 付 结 算
渠 道 建 设 ，共 设 立 自 助 银 行 36 家 ，
投入使用 POS 机 8707 台、智能支付
终 端 38729 台 、金 穗“ 惠 农 通 ”260
台，金融服务终端、器具实现了辖地
乡村全覆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刷
卡、取现、汇款、缴费、消费和查询服
务环境。同时，稳步推进“农村金融
自治”，探索服务“三农”新路子，在
全市推广以“客户自荐、担保自组、
借款自主、用款自律、服务自助、授
信自励”的“六自”模式“农村金融自
治村”，优化农村金融服务。

精准施策助力乡村振兴 共创共享富裕生活
章任艳 鲍若水 傅晓坤

“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美好生活，不少乡村成为率先振兴的“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千万工程”二十年，引领浙江新农村建

设蝶变，其中不乏金融政策的鼎力支持。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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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围绕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局共富、城乡和美”总目标，在助力乡村产业兴旺、乡村共同富裕、塑造和美乡村、提升乡村金融服务水平等领域，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金

融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金融要素保障、资源配置、转型功能，助力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板。农业银行义乌分行（简称“农行义乌分行”）因地制

宜、因地施策，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加大对乡村生态环境提升、乡村产业等领域信贷支持，助力“千万工程”建设。

农行义乌义亭支行负责人
走访农户，了解农场经营情况。

何璐瑶 摄

农行义乌义亭支行负责人农行义乌义亭支行负责人
走访农户走访农户，，了解农场经营情况了解农场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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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斯路村村口一角 周宗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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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牢记“世
界级、高科技、一体化”的嘱托，锚定世
界一流园区目标，聚焦创新深化、改革
攻坚、开放提升和“三个一号工程”，坚
持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
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以高质
量发展加快推动世界一流园区建设。

紧扣项目这条主线，今年上半年，
得益于逸盛、恒河、海螺、国都新项目的
投产放量，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
的总体平稳。园区以“地瓜经济”提能
升级“一号开放工程”统领“招商惠商安
商”攻坚行动，以“大优强、绿新高”为导
向，积极开展强链延链补链招商。挖存
量，鼓励已落户的外资企业不断挖潜，
开展增资和利润再投资，培育外资新的
增长点；拓增量，深化与巴斯夫、英力
士、北欧化学等外企的交流合作，持续
跟进项目前期对接，以优质项目增强园

区发展后劲。
科技创新是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第一动力”，今年以来，园区以
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为
引领，积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
主 体、多 方 共 同 参 与 的 创 新 生 态 体
系。1—8 月，实现研发投入 18.42 亿
元，同比增长 6.13%；92%的规上企业
产生研发投入。总投资 30 亿元的中
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一期项目全面
建成；继恒河材料成为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后，金海晨光正在全力开展申
报工作。目前园区已有 14 家企业通
过省市区各级数字化车间、“5G+工业
互联网”试点项目验收，企业核心竞争
力不断提升。

中金石化与沙特阿美合作，从巴布
亚新几内亚采购石脑油等；恒河材料已
跳出园区发展，收购南京源港精细化工

公司，与天津石化合作投资 50 亿元建
设 C5C9 综合利用项目⋯⋯园区不断
引进培育领军企业，积极探索“高端化、
集群化、基地化、绿色化”的总部经济发
展模式，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抢抓发展
先机，鼓励企业走出去主动设点、联网、
布局。同时，借力开放平台优势，主动
融入自贸区镇海联动创新区等重点开
放平台联动发展，深入参与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

园区深入开展“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系列活动，高标准建设企业党
建“1+1+N+X”区域化大党建工作模
式，指导企业党建阵地提档升级、区级
两新党组织“双强”示范点创建、省级
党建示范两新组织创建。深化“清廉
园区”建设，持续锤炼干部队伍。以高
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世界一流园区建
设。

蚕蛹的天地是茧，蝶的天地却是广
阔的苍穹。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抓住机遇，在绿色石化上加足马力，既
培育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又打开了
绿色发展的一扇窗。

明天，值得期待！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世界一流园区建设
傅静之

林锋燕

武义经济开发区作为武义经济
压舱石，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强力实
施三个“一号工程”，在科技创新、有
效投资、培育内需、扩大开放、营商环
境等方面下足功夫，推动经济实现质
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走进如今的开发区，极具特色的
景观节点，以现代简洁的布局形式，
配上极具科技感的玻璃天幕，尤其在
夜间以绚丽的灯光组合形成一大亮
点，为过路群众带去全新的夜游体
验。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之
土，是经营主体的生命之氧。土地
肥沃不肥沃、氧气供应足不足，直接
关系到经营主体能否茁壮成长。一
直以来，武义经济开发区把营商环
境优化提升摆在突出位置，通过革
新政策、加大投入、做优服务等举
措，厚植产业发展沃土，积蓄蓬勃发
展动能。

翻开厚厚一叠的园区产业项目档
案，为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大提速”，园
区设立了一项目一领导一专班制度，
牵头落实“高大好急”重点产业项目县
领导联系责任制，主动“迈前一步”，联
合相关部门开展产业项目全过程指
导、全链条跟踪、全方位服务，力争产业

项目快落地，早投产。
今 年 以 来 ，园 区 加 快 政 策 兑

付，开展项目进度晒比、背向评议
制度，倒逼专班服务提质加速，不
断提高企业满意度、获得感。开发
区还进行了一体化保洁服务的改
造和提升。健全联动机制，完善专
业化与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在成立
和健全考核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形
成系统化的分级管理模式。今年
以来，园区每个月都会通过现场拍
摄的照片评选出最美道路和最差
道路，通过“晾晒”的模式提高工作
积极性，形成各路段、园区之间的
比拼氛围。

以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
工程”为引领，在创优发展环境上用
硬招，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武义
经济开发区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8 月，开
发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296.8 亿
元，增速高于全县 0.1 个百分点，产
值占全县的 66.8%；完成规上工业增
加值 53.5 亿元，增速居全县第三，高
于全县平均水平 0.5 个百分点；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18.3 亿元，同比增长
13.2%，其中，完成工业投资 14.78 亿
元，同比增长 27.4%；数字经济增加
值 3.34 亿元，增速高于全县平均水
平1.9个百分点。

打造“升级版”营商环境
武义经济开发区“优”无止境
打造“升级版”营商环境
武义经济开发区“优”无止境

武义经济开发区一角（图片由武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供）武义经济开发区一角武义经济开发区一角（（图片由武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供图片由武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供））

（图片由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供）（（图片由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供图片由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供））

镇海电厂新厂区镇海电厂新厂区

“远黛近墨皆入画，半山半竹半坡
村”。金秋时节，走进湖州市安吉县昌
硕街道双一村，翠竹漫山遍野，清澈的
小溪穿村而过。2003 年 6 月，浙江省
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

“千万工程”），自此，万千村庄的命运被
改写，一幅“百姓与环境共美、山水与经
济共富”的乡村画卷在广袤的之江大地
徐徐展开，双一村就在画中。

共建共护，找到发展新路子
双一村坐落在安吉凤凰水库上游，

是安吉县面积最大的毛竹产出村。“绿
色是我们的‘底气’，自然环境是我们的
优势！”双一村党总支书记朱学星说，
2003 年借着“千万工程”的春风，全村
开始进行生态治理，花了7年时间将大
竹海规划重点保护起来。

同年，农村电网改造开始了。按照
“一村一规划”，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因
地制宜开展配网差异化设计，改造后，
路边的电线杆不见了，天上的“蜘蛛网”

消失了，村落焕然一新。
2018 年 3 月，双一村党总支和递

铺供电所党支部结对，双方坚持传承
“红旗”精神，以“红旗树标杆”“红旗强
引领”“红旗创精品”理念，充分发挥党
员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创建中
的先锋模范作用，聚力打造“人与自然、
传统与现代”相协调的和谐双一。

环境变了，这片大竹海吸引民宿、
文创等众多产业项目投资，成立毛竹专
业合作社，流转 1 万亩毛竹林，发展林
下经济，新效益开始显现。

《青恋》开播，带火乡村旅游
深化“千万工程”，还要保留当地特

色发展的“小细节”，结合实际、因地制
宜。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指引下，双一村坚持走文旅融合发展
之路，积极推进美丽乡村经营管理，将
美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实现了环境
美、生活美、人文美。

“《青恋》剧组到我们村来了 7 次，

看中了这里的老房子，也看中了这里的
山山水水，加上村民淳朴好客，最后把
拍摄地定在了我们村。”村民朱华东自
豪地说。

随着《青恋》的播出，村内公共服
务体系也在加速完善，生态经济发展
平台设施逐步健全，平安监控及无线
WIFI 网实现全覆盖，供电可靠性大幅
提 升 ，越 来 越 多 的 游 客 慕 名 而 来 ，
2017 年 起 年 均 游 客 人 数 超 过 10 万
人次。

紧跟村庄发展用电需求，国网安吉
县供电公司持续投入双一村电力建设，
对双一村 10 千伏干线开展抗冰灾改
造，新建铁塔 10 基、钢管塔 2 基，解决
了山区线路易发生倒杆断线、大型树木
成片倒伏后清障难度大、故障后停运时
间长、当地居民停电时间长等难题。

内外兼修，掘金“自然+人文”
“千万工程”紧扣百姓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民生福祉，把村为民服务阵

地建设好，让农村更加宜居宜业、村民
更加富裕富足。

双一村人文底蕴深厚，历史遗存
多。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配套
设施早已“遍地开花”。国网安吉县供
电公司将朱氏祠堂周边电力线路入
地，谋划建设旅游集散中心快充桩，满
足高峰时期景区旅游充电需求，打造
集旅游、居民、充电等功能于一体的精
品台区。

同时，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还将
“亮亮”机器人放置在电力驿站，延伸电
力服务和便民服务两大功能，为乡村提
供便捷服务，实现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
通过设备“一键呼叫、一点就通”，让用
户同步办电一次都不跑、用电一秒都
不停。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
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
共富”，“千万工程”推动双一村迈向“绿
富美”，也让更多村庄一步步实现“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精彩发展。

以电为媒 千年古村迈向“绿富美”
徐紫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