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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设银行总行绿色金融试
点行，今年以来，建行浙江长三角支
行在嘉兴市嘉善县“双示范”建设的
征程中，蓄积创新内在力量，释放绿
色强劲动能，奋力在长三角生态绿
色 一 体 化 发 展 中 激 扬 起“ 建 行 蓝 ”
浪潮。

截至今年 8 月末，建行浙江长三
角 支 行 累 计 投 放 绿 色 贷 款 81.23 亿
元 ，占 全 部 贷 款 41% ，较 年 初 新 增
18.71 亿元，增速 30%，绿色信贷不良
率为零，开启了从总行级绿色金融

“试点”行走向“示范”行的崭新篇章。
争创“示范”，全面转型绿色业务

创新发展。建行浙江长三角支行始
终以绿色高质量发展作为创新转型
方向，向着绿色金融示范支行的建
设新目标，作出一系列“绿意十足”
的“大动作”，坚持一张“绿色”蓝图
绘到底。

支行成立绿色金融工作领导小
组 ，统 筹 、协 调 和 推 进 各 项 绿 色 工
作；新设立绿色金融经营部作为营
销推进部门，负责全行绿色金融各
项指标的推进落地、各项政策及产
品的传导培训、绿色人才队伍的培
养等；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绿色金
融示范支行建设方案》，明确发展目
标 、职 责 分 工 、工 作 措 施 和 保 障 机
制；全面协同住房租赁、普惠金融、
乡村振兴等全行战略业务，指挥理
财和债券投资等业务向绿色领域倾
斜，确保绿色金融工作扩面增效。

因 地 制 宜 ，积 极 探 索 绿 色 金 融
发 展 新 模 式 。 立 足 支 持 示 范 区 战
略性新兴产业，建行浙江长三角支
行紧跟政策和市场变化，将绿色理
念融入产品和服务创新体系，金融
足 迹 遍 及 乡 村 振 兴 、清 洁 能 源 、绿
色 建 筑 、绿 色 制 造 、绿 色 交 通 等 重

要领域。
支 行 通 过“ 绿 色 贷 款 + 乡 村 振

兴”模式信贷支持的西塘镇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被省分行列入其与省
农业农村厅的战略合作签约项目；
与天凝镇政府开展的整镇合作，被
省分行列入全省十大建行助力乡村
振兴案例；为嘉善县罗星街道农业
提升项目建设贷款 3.7 亿元，助力嘉
兴市稻渔综合种养“万元千斤”工程
的持续推进；为西塘镇农田及水环
境综合整治项目贷款 2.9 亿元，助力
推动西塘镇国家级农村综合性改革
试点试验工作。

以人为本，全力打造绿色金融专
业队伍。支行加强绿色金融专业化
队伍建设，配备专人专岗及相应资
源，组建绿色金融客户经理队伍，强
化开展各项绿色业务的人力资源保
障，明确培训、考试、认证、聘任、考

核等各环节要求，突出对绿色工作
绩效考核的正向激励，打造专业化、
精细化的绿色金融业务团队。

支行充分发挥文明单位引领作
用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内 外 部 宣 传 活
动，号召全行聚沙成塔，节约水电、
办公用品、粮食、石油等资源，打造

“ 资 源 节 约 型 ”金 融 单 位 。 将 每 月
15 日固定作为“建行浙江长三角支
行无车日”，倡导低碳环保出行；立
足大堂、外拓、线上等宣传阵地，向
社 会 公 众 介 绍 提 供 绿 色 金 融 产 品
和服务，进一步擦亮总行级绿色金
融试点行金字招牌。

当下，建行浙江长三角支行“绿
意正浓”。下一步，支行将继续深化
产品创新、提升服务水平、加强风险
管控、做实日常管理，以践行新金融
行动的积极作为促进经济绿色循环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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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 动能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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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杭州市建德大洋镇三
河片区的稻田里隐约还能看见蓝龙
虾和游动的小鱼⋯⋯谁也想不到，
曾因低洼易淹常年歉收的稻田，如
今变“宝地”，预计 2023 年起，这片
稻田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200
万元。

“这一转变主要得益于建德市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建成一批
体量更大、竞争力更强、带富效应更
好的致富链组和‘共富工坊’。”大洋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大洋镇是杭州
市整乡镇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
点乡镇，仅在三河片区就有近 8000
亩水田资源。

2022 年以来，在大洋镇和杭州
市建委牵头的十八帮扶集团共同谋
划下，三河片区开始推广“稻渔共
生”综合种养。“今年年初投放虾苗
179 万尾，目前已到成熟期，即将开
始进入 3 个月的捕捞期。”大洋镇相
关负责人说，在青年人才和专家工
作站指导下，强村公司同时试种了
4 个水稻品种，找到了最适合的“嘉
丰优 2 号”作为“稻虾共生”的稻种。

“基地的蓝龙虾无需担心销售

问题，有企业兜底回购保障，确保村
民能够增收致富，预计今年亩均效
益达 1.1 万元。”大洋镇三河村党总
支书记陈国明介绍，目前该项目还
带动周边农户就业 40 人，预计每年
可为三河片区百姓发放就业报酬
150 万元左右。

盘活歉收耕地变“致富田”的大
洋镇，是建德市按照“必须跨村、积
极跨镇、探索跨市”要求，合力构建
党建统领、规划先行、全产业链发展
的全市链组一盘棋格局的缩影。

如今，在建德市大慈岩镇狮山
村，通过与杭州市农科院、杭州市水
生植物学会、金华市农科院等科研
单位积极合作，并邀请杭州富阳、湖
北潜江技术专家实地指导，成功打
造了莲渔共生套养基地。在狮山村
300 余亩的莲田里，目前套养了鱼、
小龙虾、黑斑蛙、乌鳖、兰江蟹等多
个品种，带动家门口就业 200 余人，
亩均增收 4000 元。

“我们要用好党建联建机制，发
挥组织优势，巩固拓展链组成果，更
好统筹资源要素，助推市域高质量
发展，为打造幸福宜居之城、文旅共
富样本贡献力量。”建德市委组织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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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镇稻虾共生养殖基地 （图片由建德市大洋镇提供）

“我喜欢保留更多的可能性，就像
这本《不裁》一样，这种无序的惊喜反
而让阅读变得更加有趣⋯⋯”近日，在
海宁市海洲街道梨园社区的青年共生
空间内，热烈而不失欢乐的“青春不
凡·梨享时光”第五期阅读分享会正在
进行。

书 香 满 城 ，润 物 细 无 声 。 近 年
来，海洲街道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不
断打造阅读活动品牌、拓展城乡阅读
空间、强化阅读公益宣传，全域共建

“书香海洲”，用文化力量推动文明进
步，合力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
发展。

海洲街道创新开设名人书友会，
通过乡贤助力，引领文化交流新风
尚。日前，海洲街道乡贤联谊会、蒋百
里书友会在街道乡贤馆举办“一书换

一书·文化扬正气”活动。“以乡贤领读
带动全民阅读，推动精神富裕。”海洲
街道乡贤联谊会、蒋百里书友会会长
吕金祥说。除了积极利用乡贤馆这一
文化载体，街道乡贤联谊会还陆续走
进辖区小学开展图书捐赠等公益项
目，带动更多乡贤主动参与到城乡融
合发展建设中来。

阅读凝聚向上力量，其中青年是
不可或缺的主力军。“走，到静安智慧
书房看书去。”近段时间，在江南社区，
很多青年都会相约一起到静安智慧书
房看书。这是海洲街道打造的社区学
习空间，以青年为主，营造“潮青年·爱
学习”的书香氛围。今年，江南社区聚
焦青年视角，打造了商圈邻里中心，里
面设置了静安智慧书房和江南文化驿
站，推动形成“以读书为乐”的文明风

尚。无独有偶，梨园社区的青春气息
与书香味也融为一体。社区积极打造

“梨享阅读时光”，每月开展“青春不
凡·梨享时光”阅读分享会，同时还以
图书漂流、以书会友的形式常态化开
展阅读分享。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改造中打造“礼堂书屋”，让居民沉
浸式享受“家门口”的文化味。

不仅城市社区有静安智慧书房，
在农村，阅读同样触手可及。“我们全
面提升‘农家书屋’体系建设，深度推
进全民阅读活动，定期补充科技、文
化、少儿等读物。”海洲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几年，街道持续推进完善

“15 分钟阅读圈”，让群众在共享公共
文化服务上获得更多便利。

海洲小学依托乡村学校少年宫
陆续开展“每天阅读一小时，文明海

洲我接力”读书会、红书阅享汇等系
列读书活动，极大地丰富全校师生业
余文化生活。作为每年的经典活动
——诵读比赛更是在全校掀起了一
股读书热潮，学生将音乐、舞蹈、情景
表演融入诵读中，并感悟中华优秀文
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海洲街道各社
区（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惠阅读”系
列活动。

从“城市阅读”走向“融合悦读”，
城乡尽拂文明风，这是海洲街道一直
在孜孜不倦探索与追求的。“下一步，
我们将充分整合社会文化资源，创新
阅读方式，引领阅读风尚。同时不断
延伸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触角，全力
打通全民阅读‘最后一公里’，用文化
力量推动全域文明，实现每一个人的
全面发展。”海洲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海宁海洲街道

“全域书香”浸润文明之花
钟 秀 应妮杰

海宁海洲街道

“全域书香”浸润文明之花
钟 秀 应妮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