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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深植于浙江山水人文之

中的鲜明特质；活力，是跳跃在浙商创

新创业之间的鲜活特征。秉持开放的

视野，走南闯北的浙江人从在家门口

创业，到投资全国各地，再到参与全球

分工、在国际市场一争高低，他们高水

平地“走出去”闯天下，高质量地“引进

来”，形成了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的

“地瓜经济”，锻造了浙江经济的强大

韧性和澎湃动力。

浙江的开放与发展风起云涌、快

马争先，财通证券始终与这片沃土同

频。肩负浙江省直属唯一券商的职责

使命，财通证券深耕浙江经济和浙江

人经济融合发展，秉持“浙商浙企发展

到哪里，财通就跟进服务到哪里”的理

念，致力成为浙商浙企自己家的券商，

倾力为浙商浙企提供增值服务、赋能

服务，携手成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

体和命运共同体。

“财通证券有基础、有能力、有感

情为浙商浙企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

金融服务，帮助浙商浙企实现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希望未来，财通证券能

更好地搭建桥梁、做好平台，链接更多

资源，提升服务能力，以金融‘活水’灌

溉‘地瓜经济’，为浙商浙企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多贡献。”财通证券董事长章

启诚说。

浙商浙企发展到哪里 财通就跟进服务到哪里

金融“活水”灌溉“地瓜经济”
胡俊翔

构建全生命周期
综合金融服务模式

“做浙商浙企自己家的券商”
浙商浙企发展到哪儿，财通就跟进服

务到哪儿！今年 2 月，财通证券独家保荐
及承销的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北交所成功上市。

新赣江药业，是集化学原料药、化学药
品制剂及中成药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
的综合性制药企业，占据全国葡萄糖酸钙
70%的份额，由台州仙居的浙商企业家在江
西注册成立。财通证券通过 5 年的全生命
周期陪伴式服务，引导新赣江药业等一批中
小企业借力资本市场不断做大做强，探索出
一条“区域性股权市场—新三板—北交所”
的服务中小企业发展新路径。新赣江药业
成功登陆北交所，也成为财通证券服务省外
浙商、助力“地瓜经济”和支持江西“映山红
行动”的典型案例。

民营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金名片，也是
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服务实
体经济是金融的天然使命，财通证券秉持

“金为实服务”初心，始终坚持深耕浙江、服
务浙商浙企。

为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重点领
域，财通证券主动聚焦“专精特新”、科创企
业、战略新兴企业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拓
展、深化全链条服务体系，打造“投行+投
资+财富”等多元化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

陪伴企业在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实现跨越式
发展。截至目前，财通证券已累计服务实
体企业直接融资超 5800 亿元，撬动社会资
本投资规模 3460 多亿元，服务百姓财富资
产规模超万亿元。

为更好地服务浙商浙企的“地瓜根茎
和藤蔓”，今年 4 月，财通证券启动开展“财
运亨通·走进浙商”金融助企系列活动，通
过 走 进 浙 江 商 会、走 进 浙 商 浙 企、走 进
415X 产业集群、走进产业共富，推动建立
浙商产融协同生态圈。据悉，活动目前已
覆盖浙商浙企超3000家。

为将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带到更
多浙商浙企身边，以金融力量打通企业和产
业发展的任督二脉，财通证券还主动走进北
京、上海、深圳、山东、陕西等地商会，与浙商
总会、深圳市浙江商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整合各方资源、发挥专业优势，陪伴诸多如
新赣江药业这样的浙商企业在省外地区投
资创业，助力浙江“地瓜经济”藤茂根深。

构建与地方政府
协同合作“一本账”

打造政金合作样板
台州，是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市场经济

的先发地，也是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
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产业与资本市
场良性互动，一直是台州发展的鲜明特征
和重要优势。如何发挥“产业链+金融链”
双链融合的关键支撑作用，以大基金招引

大项目、撬动大产业、实现大发展？财通证
券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2022年11月，财通证券与台州市政府
及各下辖县（市、区）政府、台州湾新区管委
会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推进设区市全
域战略合作模式，以“一本账”形式将战略
合作清单化、项目化、任务化。截至目前，
在台州市县两级已形成 70 个合作项目，预
计涉及基金相关合作 250 亿元，助力国有
企业债券融资50亿元。

所谓设区市全域战略合作模式，即实
现省市县三级联动。财通证券表示，这样
的合作模式，一方面，实现总对总市域统
筹，高效协同；另一方面，实现总对分大力
支持，高效落地，既能升级双方的合作层
次、拓宽合作区域，也能够真正把财通的综
合金融服务资源落实做细。目前，财通证
券在全省 11 个市实现合作全覆盖，其中在
台州、舟山、衢州等地实现全域合作。

此外，财通证券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
江”，主动接轨全国中心城市，将服务触角延
伸至各地。2020 年，财通证券启用上海第
二总部，开启双城联动发展新格局；2021
年，携在沪子公司财通基金，与上海虹口区
开启战略合作；今年又先后与重庆市政府、
重庆市荣昌区政府、山东胶州市政府达成战
略合作关系，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
心等国家战略，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和其
自身高质量发展开辟出了更广阔的天地。

构建与链主企业、同业机构
协同合作“一本账”
壮大浙商浙企

融合发展生态圈

在各行各业，产业链供应链宛如巨树，
串联起上下游枝繁叶茂的众多民营中小微
企业，“链主”企业就如同根脉，扎根越深，
更需要“金融”活水滋润。

财通证券将链主企业协同合作作为金
融服务的“牛鼻子”，建立健全链主企业服
务跟进专班机制，遵循小切口切入、逐步深
入、长期服务的原则，构建链主企业协同合

作“一本账”，通过战略合作逐步深入链主
企业及朋友圈，延伸服务上下游产业链，助
力形成“高大上”“链群配”“企—链—群”协
同发展格局。截至目前，财通证券已与吉
利集团、正泰集团、物产中大等链主企业达
成战略合作，并推动一批标志性成果落
地。旗下永安期货服务实体企业超 1.3 万
家，深度切入养殖、聚酯、有色等产业链龙
头，强化双循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金融市场主体多元，服务企业通道各
异。银行、券商、信托、保险、公募基金、期
货等金融机构共同构成了金融市场的多元
格局，在“金为实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财通证券积极构建同业机构协同合作

“一本账”，打造与同业机构的合作新生态，
共同探索特色化同业机构客户服务及合作
模式，为资金、资产提供畅通渠道。

金融服务走向综合服务、普惠服务、开
放服务的时代已经到来，财通证券将220余
家分支机构和6家主要参控股子公司作为服
务触角，更好地深耕浙江、服务全国、融通世
界，让地瓜根茎更壮、藤蔓更长、土壤更沃。

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建设金融强国”
“培育一流投资银行”的战略部署下，财通
证券锚定“打造一流现代投资银行”目标，
坚持“做浙商浙企自己家的券商”定位，建
设科创型、服务型、平台型、变革型“四型财
通”，不断深化服务内涵，扩大服务外延，争
做壮大“地瓜经济”的有力实践者和积极推
动者，为“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
程”贡献财通力量。

7 月 13 日，财通证券与链主型企业正泰集
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图片由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2023年4月，财通证券启动“财运亨通·走进浙商”金融助企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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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有着‘干果之王’的美誉，吃
法也是多种多样：可以炒着吃、煮着
吃，糖炒栗子则是秋季限定美食⋯⋯”
随着主播的吆喝声传来，嘉兴蔬菜批
发交易市场二区板栗经营户李招旺的
店铺内，最新一期“嘉昕小厨房”直播
准时开播，此次推荐的当季美食正是
栗子。

嘉兴蔬菜批发交易市场位于嘉兴
经济技术开发区嘉兴商品交易产业园

（以下简称嘉兴商交园）内，共有经营
户 300 多户，是嘉兴市民的“菜篮子”。
嘉兴本地产出的农副产品从这里销往
全国，全国的优质果蔬也在这里汇聚，
服务千家万户、保供四季三餐。

“嘉农小厨房”电商直播平台，是
嘉兴商交园深化“和合·嘉园”党建联
建机制的一项创新工作。为了促进蔬
菜产业“扩链、延链、补链”，该平台推

动特色农产品销售，不仅帮助本地特
色农产品销往全国，更助力欠发达地
区的优质农产品，走出深山、走上居民
餐桌。

嘉兴商交园下辖水果、建材陶瓷、
蔬菜等六大市场，针对市场集聚、“小
个专”多、管理主体多、社情复杂、人流
车流密集等特点，园区健全联席会议、
联建轮值、沙龙论坛等制度，管理服务
六大市场 3100 多家经营户，在多个领
域发挥关键作用。小小服务站，暖了
人心。嘉兴商交园以建优阵地促服务
提升，在完善园区党群服务中心、市场
管理服务中心、服务驿站、党员网络活
动平台等四级服务平台的基础上，改
造升级货车司机服务站、骑士加油站，
增强市场经营户、货车司机等群体的
获得感、归属感。

早上8点多，果蔬批发货车司机张

雪林已经忙碌了几个小时，终于有时
间歇一歇。略有些疲惫的他，走进位
于市场内的司机服务站，给手机充上
电，然后又给自己的水壶里盛了点热
水，坐下来喝上几大口。“对于我们来
说，这里就像温暖的港湾。”张雪林
说。为了进一步强化园区管理，嘉兴
商交园通过加强日常联系和定期走
访，实行“一月一走访、月月全覆盖”，
进一步深化园区各主体之间的联系，
打造园区治理共同体,逐一梳理解决
落实商户反映的停车难等问题。“经过
这些年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市场环
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市
场里也更加舒心。”看着眼前的变化，
嘉兴蔬菜批发交易市场经营户老韩由
衷点赞。

除了服务市场，各成员单位还以
认领项目等形式积极参与民生服务，

为民生福祉“加码”。之前，各成员单
位通过认领，在拆迁安置小区——新
月公寓里的楼道内安装了爱心折叠座
椅，解决了老年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
上楼难的问题。前不久，在“和合·嘉
园”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嘉兴商交
园旁新月公寓小区内新建的羽毛球场
顺利完工，小区居民休闲健身又新增
了好去处。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办好民生实事 为百姓幸福“加码”
曹 祎

“嘉农小厨房”直播中
（图片由嘉兴经开区管委会提供）

“滴！刷脸成功。”上午 7 点，湖州
市南浔区练市镇的环卫工人胡友仁刚
刚结束一早上的辛勤工作，就来到镇
上的“环卫工人爱心就餐点”，吃上了
一份热腾腾的爱心早餐。据了解，像
胡友仁这样来爱心服务点吃饭的一线
环卫工人，在练市镇共有 280 多名。

为帮助城区一线环卫工人解决
“就餐难、休息难”的现实问题，今年

年初，练市镇民政部门对城区一线环
卫工人展开了全面调研，在这支平均
年龄超过 55 岁的队伍里，大多数人自
备餐食，夏天容易变质，冬天容易冷
硬。综合考虑了早中晚班作业时段、
分布位置和用餐人数后，练市镇推出
了环卫工人暖心饭项目，为其提供免
费餐食，按照每人每天 12 元标准，一
日三餐任选一餐，饭菜搭配合理、营
养均衡。同时，该镇还在就餐服务点
安装了“环卫工人爱心就餐点”标识
牌、无感智能终端系统等，方便环卫
工人们刷脸取餐。

“环卫工人暖心饭项目主要通过
‘政府财政补助一点+慈善爱心款资
助一点’的方式来筹集。”练市镇民政
部门负责人介绍，每年用于该暖心饭
项目的费用超过 100 万元。

老年人生活富足和精神充实，是
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今年以来，练
市镇将“老有所得、老有所为”作为保

障和改善民生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
让老年人在享受晚年生活的同时，还
能发挥余热，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和归属感。

在练市镇西堡村，由练美农业强
村富民公司牵头组建的“甜蜜惠农·
共富工坊”成立已有两个年头。工坊
聚焦“惠农”主线，按照“低收入群众
优先、老年群众优先”的原则建立了
专项帮扶机制，在吸纳就业的基础
上，定向结对帮扶 63 户低收入家庭、
79 名赋闲在家的老年群众，为他们免
费提供土地、幼苗和技术支持。数据
显示，每年户均增收达 2 至 4 万元。

施 浩 村 是 练 市 镇 有 名 的“ 刺 绣
村”。前不久，刚从纺织厂退休的施
浩村村民孔美芳，在“施浩平绣”传承
人姚锦娥的“游说”下，拾起银针，来
到村里的刺绣共富工坊，开启了她

“飞龙走凤”的刺绣生涯。
在这里，孔美芳每个月都有 2000

多元的收入，还接触到了不少新鲜事
物，既能够贴补家用，又收获了快乐。
刺绣共富工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参与，截至目前，共有 35 名绣娘
加入手工刺绣队伍，在传承施浩刺绣
技艺的同时，也增加了收入来源。

近段时间，练市镇老年体协的老
伙计们每天都会来到农贸市场及周
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包括清洁道路
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等。成员潘年
发乐呵呵地说：“现在条件好了，吃穿
不愁，还有一群志趣相同的伙伴，生
活很幸福。”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练市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该镇将
继续围绕老年群体的日常需求，在助
老送餐、老年文化中心建设、免费微
公交、老年大学等场景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也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的机会，让老年群体真正实
现老有所得、老有所为。

南浔区练市镇惠民举措落地见效

老有所为 绽放美丽“夕阳红”
梅亦洋 宋豪亮

南浔区练市镇惠民举措落地见效

老有所为 绽放美丽“夕阳红”
梅亦洋 宋豪亮

老年群众在练市镇“甜蜜惠农·共富工
坊”内采摘柑橘

（图片由南浔区练市镇提供）

稻浪翻滚，满目金黄，自上月起，
诸暨市 3000 多亩水稻陆续完成了收
割，令人惊喜的是，今年的稻秆更粗、
穗形更大、稻粒更饱满，粮食产量也
比往年增产 10%—20%。如此喜人
的成果得益于诸暨市引入了“优质耕
作层快速构建技术”。

据了解，“利用木本泥炭材料快
速构建优质耕作层”是自然资源部国
土整治中心和北京中向利丰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拥有的专利技术，由中国
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院士
团队进行技术支持。该技术遵循土
壤正常熟化过程，通过一次性工程化
作业，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新开垦耕
地和原有贫瘠耕地的地力，促使土壤
有机质显著提高，破解优质耕作层缺
少的难题，让粮食生产力依赖于耕地
质量的提升和新技术的发展。

研究报告显示，木本泥炭材料纯
天然无污染，一次投入长期有效，形成
的优质土壤地力基础持效性可达 20
年以上，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能够提供有效支撑。

2016 年以来，该技术在江苏、吉
林、青海、海南、贵州、西藏、福建等地
陆续实现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广，率先
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可复制的“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升级之路。

2020 年起，该技术实现浙江地
区的成果转化，陆续被建德市、安吉
县、桐庐县、龙游县、衢州柯城区等政

府引入，为新开垦耕地快速构建优质
耕作层，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助力
土地治理与增产增收。

去年 9 月，在诸暨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的全力支持与沟通协调下，

“优质耕作层快速构建技术”引进到
了全市 9 个乡镇近 20 个村庄。经过
作业，经相关部门检测，土壤有机质
从17g/kg提升至25g/kg，逼近东北

“黑土地”。“种植水稻这么多年，还没
见过这么粗的稻秆儿，今年真是大丰
收，而且今年土壤肥沃，每亩省下了
100 多元的肥料钱。”诸暨市牌头镇
楼稼坂村村民开心地说。

作为技术引进的投资方，诸暨市
建设集团下属浙江八方土地整治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积极应用推广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有效助推全市耕地高质
量提升改造，促进农民增收。该负责
人还介绍，该技术使用的木本泥炭材
料，属于天然腐殖质，不仅可以给土
地增效节支，而且还能有效改善土壤
重金属污染，不仅为诸暨粮食增产做
出贡献，更为粮食安全做出有力保
障。

据了解，在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的支持下，诸暨全市将继续利用

“优质耕作层快速构建技术”对新开
垦耕地进行地质提升，同时结合永久
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进一步
促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提升管理。

“优质耕作层快速构建技术”
助力诸暨秋粮增产增收

（图文由浙江中向天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