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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在台州市黄岩区北城

街道后庄村文化礼堂，一场以“那么

美好”为主题的摄影展如期开展。从

改造农房，到修建综合楼，再到举办

“村晚”、翠屏晚集等活动，一张张照

片真实记录了后庄村的美丽蝶变，组

成了一组令人艳羡的美丽乡村图景。

“本次摄影展以后庄村的蝶变之

路为视觉叙事线索，在内容呈现上，

尽力挖掘、保护、弘扬后庄发展的历

史脉络和文化内涵，完整梳理了 20

年 来 后 庄 村 蝶 变 的 每 一 帧 影 像 足

迹。”摄影展策展人田建明说，这一帧

帧图片与其说是后庄百姓日常生产

生活的写真，不如说是他们心灵家园

的瞬间美丽定格，更是一个会流传下

去的永恒记忆。

2003 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后庄村作为黄岩第一

批响应的村庄，率先开启以改善村庄

生态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为核心

的新农村改造工程。

从“千万工程”到“三化十二制”

再到“美好家园建设”的蓝图，20多年

来，后庄村始终坚定路子朝前走，一

任接着一任干，不断描绘“村容美、治

理美、产业美、人文美、生活美”的“五

美”乡村新图景，先后荣获“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

示范村”“浙江省农村引领型社区”

“浙江省善治示范村”等称号，将宜居

家园的愿景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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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容之变
一张靓丽的花园蓝图
从旧式的畚斗楼到花园式的小洋房，

从杂草丛生、漂浮垃圾的水渠到堤岸齐整
的一汪碧水，照片中后庄村的村容之变，
一目了然。

75岁的后庄村原党支部书记章雪明，
见证了后庄村从无到有的发展变迁。

“2003 年，我们村因为工业园区建设
需要进行拆迁，我想着既然动了，那就整
村拆迁住新房。”章雪明回忆道，往事仿佛
历历在目。

如何做通村民工作，取得村民理解和
支持？村两委干部一趟趟上门耐心细致
宣传政策，一遍遍帮征迁户算经济账，一
次次与村民促膝长谈换位思考，将各种难
题一道道破解。

为劝导村民按图纸统一建房，章雪明
还带领村两委干部在工地旁搭了简易的
茅棚作为临时指挥室，白天严格审查“一
砖一瓦”，晚上在茅棚里给前来的村民答
疑解惑，忙完了就坐一起商议村庄发展的
大小事，茅棚里的灯常常一夜点到天亮。

2003 年 4 月，后庄村过渡房建设完
毕，拆房村民抽选过渡房；2003 年 6 月江
北渠道北岸房屋全部拆除完毕；2003 年 7

月，平整土地，规划宅基地，举行宅基地抽
签签约大会；2003年10月，新房陆续动工
建设⋯⋯

2006 年，历时三年，在后庄村这方
0.31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700 余间花园式
住宅拔地而起。全村 550 户村民，户均住
房面积达到280平方米。

一张靓丽的“花园蓝图”在后庄村变
为现实。

产业之变
一台强劲的致富引擎
道路两侧，一排排商铺灯火通明；翠

屏晚集上，市民摩肩接踵，身穿汉服的年
轻人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照片里的
后庄村，充满了烟火气。

2008 年，现任后庄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当时年仅35岁的郏正江接过带
领全村人民发展奔富的接力棒。

怎么点燃后庄村的致富引擎，壮大村
集体经济？郏正江的心中有一盘棋。“只
有以产业为基，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后庄
的优势在于毗邻西工业园区，地段好、人
流量大，不如兴建街铺、以地生财。”在村
两委班子会议上，郏正江的想法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肯定。

郏正江带领村两委班子多次奔赴外

省学习先进经验，最终敲定了“打造微贸
循环圈”的总目标，通过建市场、兴商业、
发展服务业，让村民的口袋鼓起来。

经过统筹规划，后庄村串联起惠民路
36 间厂房、翔光路 108 间商铺、拱新大道
113间营业房，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商铺出
租招投标程序，吸引模具加工、酒店、餐饮、
物流、教育、超市等业态入驻，打造微循环
商贸圈，逐步形成餐饮一条街、家教一条
街、物流一条街，实现村集体经济从 2003
年的10万元跃升到2023年的1325万元，
村民每人每年可拿年终分红3000元以上。

业态的繁荣，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
长。2010 年至 2013 年间，后庄村户籍人
口达到 2000 余人，流动人口最高峰时有
3500 余人，给后庄村带来了“成长的烦
恼”。

后庄村坚持党建引领，深化落实村级
治理“三化十二制”，探索创新了“125”村
庄治理模式，推动“三化十二制”更加契合
后庄村的治理实际，有效破解了
村民诉求增多、发现问题被
动、村干部力量下沉不足、
问题处理效率较低等问
题。

后庄村“125”村庄
治理模式，即将村庄划
分为 7 个片网，每个片
网由 1 名村两委干部驻
片，再由 1 名片网党小组
长、1 名片网组长包片，党
员、村民代表、妇女代表、青
年代表、老年代表，共同组成

“1+2+5”片网自治队伍，基
本上实现小事不出组、大事
不出村的目标。

生活之变
一幅幸福的共富图景
这次摄影展，一组老人们的大头照令

人印象深刻。他们面对镜头，姿态放松，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淳朴、灿烂的笑容。

后庄村积极建立完善居家养老服务
体系，发展涵盖助餐、医养、文娱的“15 分
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们安享晚年。

在后庄村老年服务中心老年食堂，每
天都有许多老人前来就餐。“走路5分钟就
到了，十分方便。而且荤素搭配，营养美
味。”72 岁的郑大爷称赞道，“如果遇到下
雨天不想出门，还可以打电话配送到家。”

据介绍，后庄村老年食堂为全村70周
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就餐，同时还提供打
包、配送服务，食堂日均就餐人次达 150
人左右。

为实时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后
庄村还为全村 80 周岁以上老人配备具有
健康检测、GPS 定位、紧急报警功能的智
能手环。数据中心后台触发预警后，医生
便立刻前往现场进行救治。

后庄村还不定期组织一些文娱活动
和健康大讲堂，丰富老年人业余活动的同
时，提供专业的养老知识。未来，后庄村
还将进一步整合服务资源，完善服务体
系，推出更多解决老人实际痛难点的服
务，不断提升老人的幸福感。

美 好 生 活 ，既 要 物 质 富 裕
也要精神充实。“人文美”正

是 实 现 后 庄 村 兴 旺 发 展
的 精 神 支 撑 与 内 生 动
力。

“在2011年暑期，我
报名参加了后庄村薪火
助教活动，作为助教老师
为外来务工子女上了一堂

诗经诵读课。孩子们学得
很认真，也很开心。”后庄村团

委书记李辉说，
从此，一颗小小的文化

种 子 便 在 他 的 心 里 生 根 发
芽。2012 年大学毕业后，李

辉选择回到家乡，投身乡村文化建设，而
这一留，便是十余年。

像李辉这样积极助推后庄村文化团
队发展和开展文化惠民服务工作的青年
还有很多。后庄村以青年、巾帼志愿者为
主要力量，建设“文化后庄”，组建排舞队、
大鼓队、太极队、越剧队、老年骑游队等文
艺团队，每年共开展各类活动 200 余场，
成功打造“后庄村晚”“益行后庄”等特色
文化品牌，助力实现精神富有。

（图片由黄岩区北城街道提供）

后庄村村民观看摄影展

后庄村文化礼堂举行
中秋DIY月饼活动

2024年后庄村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晚”现场

聚焦“一老”，托起夕阳美好。

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

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

提出，丰富发展养老金融产品。

助力银发经济的号角率先从省

域吹响，我省推出五大专项行动推进

书写金融“五篇大文章”，养老金融扩

面增效便是其一，重要性不言而喻。

今年 5 月，浙江省民政厅与浙江

农商联合银行签约养老金融服务战

略合作协议，以政银全方位合作，积

极服务全省银发经济。台州农商银

行系统积极响应，将改革的触角在养

老金融领域扎根、延伸，建设“老年

友好型银行”，助力打造“丰收康养”

养老金融服务体系，努力形成可借

鉴、可推广的养老金融服务模式。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

构筑养老金融构筑养老金融““生态圈生态圈””助力银发经济助力银发经济““夕阳红夕阳红””
金 晨 吴梦婷

政银携手
打造“亲老”关怀新阵地

台州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152.55 万
人，占总人口的 25.34%。当银发群体逐
渐成为重要消费主体，他们有着怎样的金
融需求？如何按需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和活动平台，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聚焦金融主业，延伸“适老”关怀。台
州农商银行系统将辖内 377 家营业网点
进行适老化改造，无障碍通道、老年爱心
窗口等便捷服务一应俱全，对行动不便的

老年群体，还提供养老金代发转签、存款
账户挂失等上门服务。

如何挖掘银发群体更深层次的金融
需求？台州农商银行系统以政银合作破
题，与地方老干部局合作开展党建联建，
一支养老金融服务小分队深入老年群体，
开展需求大调研。调研后发现，除了衣、
食、住、行、用、健康等传统需求外，老年人
还有着更高层次的社交互动、兴趣爱好、
老年教育以及“备老”等新需求。

“银色家园”阵地应运而生。早在
2021 年，临海农商银行便尝试与当地老
干部局共同建设台州市首家“银景·丰收
驿站”。走进这里，可以学习书法、手机拍
照等课程，享受中医理疗、基础体检，还有
金融知识讲堂，帮助老年人守住钱袋规划
财富。三门农商银行则推出银星之家老
年主题银行，涵盖“老有所乐”的党群活动
中心、“老有所依”的志愿服务家园、“老有
所享”的金融服务社区、“老有所安”的反
诈宣传基地，开始从“适老”到“亲老”迭代
升级。截至目前，台州市已累计打造 8 个

“银色家园”阵地。
银发客群也需特色运营之道。黄岩

农商银行推出了 5060 俱乐部，退休老同
志有了活动休闲的好去处，也有退休牙
医、教师等银龄专家发挥本职余热回馈社
会，提升“初心指数”，年轻人来此参加志
愿服务，可凭时长攒积分兑换商品，形成

“低龄助高龄”“老老互助”的养老新形式。

多元产品
塑造养老金融新场景
随着银龄消费潜力悄然释放，为其提

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屈指可数。台州
农商银行系统坚守姓农、姓小、姓土的定
位，早在 10 年前便洞见这一需求，路桥农
商银行创新向失土农民推出“福寿贷”养
老贷，贷款对象最高年龄放宽到 75 周
岁。10 年后，聚焦银龄消费需求，迭代升
级为“养老贷”，受众也扩大至失渔渔民，
独家支持当地老年客群的融资需求。

截至 6 月末，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存贷
规模 6870 亿元，连续多年位列台州市金
融机构第一。各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
贷款历年累计发放 118 亿元、21 万户，贷
款余额11亿元、2.34万户。

融资之外，稳健的资产配置需求也不
容小觑。有数据分析，银发一族财富管理
意愿远高于其他年龄段。但现有的养老
金融产品趋于同质化，无法满足差异化需
求。能否围绕“安全性、流动性、持续性”
需求，来创新养老金融产品？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坚持“惠民+养老”
财富管理业务定位，探索建立养老理财产
品体系，丰富储蓄、保险、贵金属等长期投
资和传承规划代销产品。为满足银龄财

富需求，路桥农商银行推出青银理财璀璨
人生成就系列人民币理财计划 ESG 主题
等低波动的封闭式理财产品，一面世，颇
受风险偏好较低的老年客群喜爱。

既关注老年个体，也聚焦养老产业。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持续加大养老机构信
贷支持力度，服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
模的康养产业。今年 7 月，玉环农商银行
与当地金色晚年养老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授信 300 万元支持养老工作开展，为
养老院以及入住老人提供长效的综合金
融服务，打通养老金融的服务壁垒，进一
步便利就地养老、养无所虑。

数改“享老”
探索金融领域增值服务

在努力填补产品空白的同时，台州农
商银行系统也正视数字鸿沟带来的挑
战。随着数字化金融服务的快速发展，如
何帮助老年人无障碍地享受数字化金融
的便利？

加快适老化软件升级成为金融机构
不约而同的选择。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推
出手机银行长者版，字体变大了，还有语
音助手，老年客户“动动口”就可办理业
务。

在此基础上，各县（市、区）农商银行
因地制宜探索养老金融领域的线上增值
服务。临海农商银行自主开拓“乐活天
地”微信小程序，建立了权益体系，老年客

户点点手机，可以使用活动积分兑换相关
物品和权益；路桥农商银行联合路桥区医
保局深化“医银联通 2.0”工程，试点“智慧
医疗站”，率先推出丰收保险包、健康体检
包、服务增值包，可利用“丰收豆”积分兑
换“台州利民保”投保券和体检套餐。

通过微改造实现“数字适老”，利用数
据“互认”实现无感支付，台州农商银行系
统更进一步，让银发群体轻松“享老”。最
近，家住临海望洋路的李奶奶发现去药房
买药，不用带医保卡，也无需掏出手机刷
医保码，只需面对设备屏幕刷脸，短短几
秒钟就可以用医保支付买药费用。这是
临海农商银行联合临海市医保局推出的

“刷脸支付”业务，在就医、购药等场景搭
建快捷支付渠道。

虽 然 智 能化设备占 据 了 大 部分银
行网点，但传统的业务办理模式并没有
因此被取代，不方便使用智能设备的老
年客户，也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传统模
式办理相关业务，既有科技感，又有温
度。

在农商银行网点，可以代缴养老金、
办理医保业务、就医挂号⋯⋯台州农商银
行系统积极围绕政务“退休一件事”、人社
社保卡价值提升、民政养老服务“爱心
卡”、医保“15 分钟医保服务圈”等涉老领
域，重点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金融协同发
展，将进一步推动服务迭新、产品创新、场
景焕新，推出更多增值服务。

（图片由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提供）

仙居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文化礼堂为老人宣传金融知识

温岭农商银行客户经理为老人提供便捷
化数字服务

天台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走进街头镇，用接地气的语言传播专业金融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