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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干菜烧饼、梅干菜香肉、梅干菜茶饮⋯⋯总部位于缙云的浙江菜

味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菜味居”）正以“梅干菜”为核心，演绎出富

民增收的新花样。

在浙商银行“缙云好溪共富贷”的强力支持下，菜味居如虎添翼，厂

区建设、产品研发、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建设等项目如火如荼，为品牌的

茁壮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截至 2024 年，我们产品的总产值在 37 亿元左右。”菜味居总经理

赵风亮说道。在缙云这片热土上，得益于一系列普惠贷款的精准投放，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曾经不起眼的梅干菜，已华丽转身

为年产值数十亿元的庞大产业。

在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浪潮中，浙商银行的身影尤为活跃。

作为一家根植浙江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利用总行优势，

秉持“善本金融”理念，稳步推进“深耕浙江”首要战略，坚决贯彻落实浙

江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围绕缩小“三大差距”、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助力推进“十项重大工程”、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工作，从强

化浙江地方债保障、做优科技金融服务、创新善本金融实践等多方面发

力，系统推进浙银示范创建，全面提升服务质效，与地方经济同频共振，

将服务的触角延伸至浙江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据统计，自 2022 年把“深耕浙江”作为首要战略以来，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该行浙江省内融资服务总量 10205 亿元，站稳万亿台阶；新增

落地重大项目 35 个，累计服务 82 个项目，余额超 100 亿元；2024 年全

年承销浙江地方债403亿元，市场占比8.48%，居所有银行首位，交出了

“深耕浙江”的时代答卷。

浙商银行浙商银行：：深耕浙江深耕浙江 向上生长向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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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浙商银行提供）

浙商银行《金融文化青年说》系列直播走进丽水缙云，助力当地小微企业推广烧饼、梅
干菜等特色产品。

浙江是经济大省、是共同富裕探路省份。近年来，全省高度重视农村

经济发展，持续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

体发展。

温州市泰顺县在“千万工程”实践中，以乡村文化、生态、经济、生活有

机融合为着力点，由点及面、迭代升级，有力有效推进城乡融合，以“美丽

经济”推动县域经济增长。2024年前三季度，全县生产总值增长5.6%，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2.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9%。

如今，行走在泰顺乡村大地上，一帧一画充满诗意，一地一物彰显和

美。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泰顺：“和美”为笔绘出乡村发展新卷
李晟曈 苏光团

泰顺泰顺：“：“和美和美””为笔绘出乡村发展新卷为笔绘出乡村发展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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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泰顺县农业农村局提供图片由泰顺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大溪源蝴蝶产业园大溪源蝴蝶产业园

文化村镇展露时代新颜

前临新浦溪，后倚白云山，左右群
山环抱，在浙南的青山绿水间，隐藏着
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南浦溪镇
的库村。错落有致的老屋，别具一格
的鹅卵石地面，石头堆砌的围墙⋯⋯
这是浙南古民居建筑中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村落。

近年来，泰顺始终追寻文化根脉，
探索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全面推进“省
级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聚焦古建筑保护修缮，深入挖掘传统文
化内涵，打造独具特色的美丽乡村。截
至目前，全县共修缮历史文化古村落76
个。

如今，库村美了，游客多了，经济
发展也起来了。村里开发出“库村有
礼”系列文创产品80余款；原创手作远

销意大利等12个国家，实现从文化“出
圈”到文创“变现”。

重视乡土文化的传承，让泰顺的
乡村有了生机和活力。

青瓦白墙，古色古香，街道狭长而
弯曲。筱村镇徐岙底古村落坐落于泰
顺的深山幽谷中。泰顺按照“尽可能
减少干预”“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
原工艺”“可识别性”等三大修复原则，
让古村落生活得到了整体性、活态性、
原真性保护。

在徐岙底村，文化氛围越来越浓
厚，人气也越来越旺。目前，徐岙底古
村已经开放了民宿、咖啡馆、艺术空
间、研学馆和会议室等设施，并带动周
边石柱源智慧体验园“旅游+农业”快
速发展；出租村内房屋、附属房、灰斗
等，村集体每年增加经营性收入 10 万
元。

如今，文化已融入古镇乡村的边
边角角。

美丽乡村生出“美丽经济”

走进龟湖镇，美丽的文化公园水
清岸绿，这里五步一景，十步一画，甚
是美丽。

像这样人居环境又好、颜值又高
的乡村，在浙南山城越来越多。

和美乡村不仅美在人居环境，还
美在富民产业。近年来，泰顺坚持立
足“土”字找路子，突出“特”字出圈子，
围绕“产”字延链子，不断深挖“土”的
资源，放大“特”的优势，提升“产”的效
益，创新发展新型业态，形成农业与乡
村旅游、特色产业相融合的发展格局。

蝴蝶部落、蝴蝶虫舍、昆虫科普
馆、农家乐及民宿遍布周围⋯⋯在大
溪源村，村民见证了大溪源蝴蝶谷带
来的变化。利用村内生物多样性、湿
地面积大等生态优势，大溪源村创新
打造大溪源蝴蝶谷，增加农户财产性
收入50多万元，辐射带动村里30多名
村民就业，增加村民工资性收入 80 多
万元。

一条以生态为特色的产业强县之
路越走越顺。

夏季，走进包垟乡云湖谷村的生
态杨梅园，一片片杨梅林映入眼帘，只
见一颗颗杨梅红艳艳。杨梅是包垟乡
的传统优势产业。通过土地流转、电
商赋能、品牌打造等措施，包垟乡不断
提升杨梅经济价值。如今，这里的杨
梅年产值超过 3000 万元。除了杨梅，
包垟乡还积极拓展薯芋产业。

目前，泰顺“一罐茶叶、一篮水果、
一瓶蜂蜜、一包干菜、一箩薯芋、一服
草药”“六个一”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已
初具规模。茶产业种植面积达 9.3 万
亩，总产量达 4400 吨，超 10 亿元茶产
业链完成打造；泰顺猕猴桃入选省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泰顺百花蜜入选浙

江省“十大好蜂蜜”。
今朝花开已满园。在泰顺，乡村

产业“一路生花”。

人才“活水”润泽乡村沃土

远离尘嚣，空气清新、草香阵阵，低
矮的房舍和成群的奶牛构成了一幅充
满澳洲风情的迷人画面。这里是
泰顺县柳峰乡墩头村的云岚
牧场。

墩头村曾经是一个
“空心村”，现在依托云
岚牧场成了远近闻名
的网红村，吸引并带
动600多名村民和青
年 人 才 在 家 门 口 就
业、创业，培养当地大学
生 50 余人。2023 年，整
个 柳 峰 乡 引 进 大 学 生 76
人，其中硕士2人，泰顺籍大学
生返乡18人。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近年来，泰
顺县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深入挖
掘人才创新活力，打造集聚人才的乡
村发展平台，持续做好乡村引才、用
才、留才，以“新”农促“兴”农，开拓了
一条具有泰顺特色的乡村致富路子。

“在徐岙底古村落，我实现了在没
有天花板的地方线上办公。低头电
脑，抬头山景，这里草木盎然，云卷云
舒，鸟鸣虫唱。工作累了就在村内散
散步、撸猫喂羊。办公与放松，随时随
地无缝切换。”青年数字创客“月亮”口
中说的是泰顺打造的数字创客空间墟
里·徐岙底。

当山城遇见创客，也有了更年轻
的模样。美妙动听的古村音乐会、味
蕾盛宴的美食市集、漫天繁星的露营
派对⋯⋯村里来了年轻人，古老的村
落也“活”了起来。

如今，在泰顺的山
水 间 ，共 有 云 岚 牧 场 、

NOWhere 乌有村、文祥湖
主题园区、浪肆咖啡庄园、库

村等 13 个数字创客空间。目前，8000
多个工位正吸引青年人才纷至沓来，
为乡村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

“共富搬迁”促进山村致富

“青青两岸山歌盘，风中丝竹乐悠
悠”，悠扬的畲歌回荡在乡村山野。峰
门村原属峰门乡，曾是一个山高路远
的偏僻山村，依托“整乡搬迁”工程，村
民搬出大山，在司前畲族镇畲族风情
园“落脚”。

目前，194 户 630 名常住村民在司
前镇主要从事农业和来料加工业，收
入稳步提升。

近年来，泰顺县建立“农民下山、基地
上山，农户进小区、就业在园区”的新模式，
锚定共建共享、智慧就业、精准帮扶三大重

点，平衡城乡发展差距。截至目前，泰顺已
累计搬迁超11万人、384个自然村。

农村搬迁要下得来，更要稳得住、
富得起。

左溪村依托司前镇“一镇带三乡”
搬迁模式，打破地域局限，针对较多宅基
地和农房闲置的现状，将旧房屋进行改
造，盘活闲置农房建设民宿，探索了一条
山区致富路径。目前，全镇已初步形成
民宿集群产业链，户均民宿年收入达20
万元以上，带动就业创业超700人。

乡村蝶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截至目前，泰顺县创成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乡镇 11 个、特色精品村 29 个、和
美乡村达标村 54 个、省市级未来乡村
试点 14 个；建设泰顺县氡泉云岚休闲
共同富裕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带1条，
建成“唐宋遗风”和“畲乡风情”两个党
建引领乡村连片提升示范区。

未来，泰顺县将在建设和美乡村
上精耕细作，在发展农业产业上集聚
资源，在攻坚群众增收上用情用力，持
续擦亮乡村幸福底色。

司前生态搬迁司前生态搬迁

徐岙底村民宿区

根系深植
描绘县域金融生态图景

在整个浙江地域版图中，县域是
其中最为基本关键的单元，是实体经
济最为敏感的神经末梢，各类金融需
求在县域里反映尤为突出、全面。

2022 年，以浙商银行为主任单位
的金融服务委员会与杭州市临平区联
合设立省内首个“综合金融服务示范

区”，打造“政府指导+金服会赋能+金
融机构广泛参与”的协同模式，建立区
域原生的信用系统，真正实现了金融
服务贯穿“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
里”。

事实证明，县域综合金融生态建
设实践的临平试点成效显著，“临平模
式”被省委改革办评为基层首创案例，
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金融生态
优化提升综合样板。以此为基础，
2024年浙商银行继续探索县域综合金
融生态建设“3386”模式，制定《县域综

合金融生态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建立
跟踪机制，省内 11 个设区市县域综合
金融建设工作全面复制推广，其中杭
州、宁波已率先实现县域全覆盖。

同时，浙商银行主动作为、主动对
接各级政府机关，在 2024 年新增 4 个
省级政府部门、42 个各级政府部门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与 11 个设区市政府
战略合作实现全覆盖，区县政府战略
合作覆盖率 58%，不断提升在县域金
融服务中的影响力。

凭借专业的金融服务实力，浙商
银行在一次次与政府的对接和服务中
赢得了一席之地，连续9年获评支持浙
江经济社会发展一等奖，连续5年获评

“民营企业最满意”银行，省内分行政
府评价和监管形象整体稳步上升，首
度获评人行浙江省分行综合评价 A 等
行。

不仅是“上接天线”，确保金融服
务符合国家战略导向，浙商银行还注
重“下接地气”，紧密连接市场需求与
实际，持续优化大本营网点布局，2024
年新设舟山定海、丽水松阳 2 家支行，
目前山区海岛县机构累计已达 23 家，
密织金融服务网络，为金融服务向更
广阔、更深远的领域蔓延生长创造了
有利条件。

沃土深耕
护航重大项目提速增效

深冬季节，台州市浙江警用无人
机项目的建设现场却是一片火热景
象，环形办公楼主体雏形初具，幕墙安
装和装饰装修施工正在紧锣密鼓地展
开。

“作为台州湾新区低空经济产业
链上的重要一环，该项目的建设广受
关注。”浙江警用无人机项目总投资
71.8 亿元，是台州市政府打造“低空经

济”新增长引擎重点项目，列入浙江省
“4+1”重大项目建设计划。

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也有浙商
银行大力支持的铿锵足音。从项目信
息获取到组建推进小组，从绿色通道
开通到项目贷款获批，浙商银行仅用
10 个工作日就成功助其获批 16 亿元
项目贷款，以高效、专业的服务为项目
保驾护航。

这仅是浙商银行融入浙江省域发
展大局，全力赋能“十项重大工程”的
一个缩影。就在不久前，位于绍兴的
轻纺城也传来了一则好消息——浙江
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轻纺城股份”）资产担保债务融
资工具（以下简称“CB”）由浙商银行牵
头主承销在银行间市场首发成功，总
规模 12 亿元，期限 3 年，为全国地方国
企上市公司和浙江省上市公司首单、
绍兴市首单 CB，成为绍兴市推动“全
省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试点工
作”的创新实践。

“哪里有需要，融资就去哪里”，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项目建
设需求，浙商银行始终保持政治站
位，强化金融要素保障，推出重大项
目专项服务方案，配置专项经营资
源，给予利率优惠，并执行差异化授
信审批流程，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为
支 持 浙 石 化 、先 导 微 电 子 、鸿 禧 能
源、日月光能等一批先进制造业集
群建设项目和长龙航空、苍泰高速
等一批交通强省重点领域项目提供
了硬核支撑。

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
浙商银行持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
式，形成“以人才银行为底座的科技金
融服务体系”，让金融活水流向产业链
上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神经
末梢”们，为浙江科技创新、产业升级
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注入了活
力。

精准滴灌
创新共同富裕解决方案

在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
差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共同
富裕的道路上，浙商银行同样不遗余
力。“每月仅草料成本就要9万多元，压
力真不小，浙商银行雪中送炭，帮我解
了燃眉之急。”湖羊养殖户徐晓勇说
道。

浙商银行湖州分行金融顾问实地
了解到企业的贷款需求和经营状况，迅
速一对一制定“湖羊共富贷”综合服务
方案，并以快捷的流程为企业提供 30
万元无抵押贷款。目前，扶持湖羊产业
的“湖羊共富贷”产品已经嵌入“湖羊天
下”数字化平台，有贷款需求的企业可
以直接联系客户经理申请贷款。

不仅如此，针对山区海岛县，浙商
银行成立工作专班，以“一县一策”精
准制定支持政策，并持续深化服务，推
出“共同富裕贷”“新市民创富贷”“光
伏贷”等多款共富专属产品，创设龙游

生猪、江山智造等 66 个“数智共富贷”
定制项目，累计授信金额 57.85 亿元，
累计服务小微客户 2400 余户，专项支
持各县发展其支柱产业、特色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在浙商银行赋能
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有顶
层设计的统筹布局，也有金融顾问等
的绵绵蓄力，以实际行动打造浙江、浙
商、浙江人的银行。如今，浙商银行已
在浙江省内推动设立 161 家金融顾问
工作室，牵头全省 4200 多名金融顾问
累计服务 10 万多家企业,落实金融需
求超 10000 亿元。同时，围绕企业自
身产业生态、企业家出生地和企业所
在地三大场景，该行自 2023 年起在浙
江省内试点启动“善本信托”工程，助
力企业家可感知地参与慈善事业，践
行社会责任使命担当。

深耕浙江，起笔的是现在，瞄准的
是未来。深则叶茂，本固枝荣。浙商银
行重启新程，全面打响新一轮“深耕浙
江”三年行动计划，不断向下扎根、向上
成长，在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中，全面
开启浙商银行高质量发展新境界，书写

“深耕浙江”的新时代发展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