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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分行

携手杭州同行 彰显金融担当
王珊珊 谢军巧 傅静之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沿着时

代前进的方向，农行杭州分行始终

与杭州同行、共生。

当前，杭州正处在举办亚运

会、建设大都市、推进现代化的重

要窗口期，正在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努力在稳

进提质中扛起省会担当、在“两个先行”中展现头雁风采。在此关键时刻，

农行杭州分行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把地方所需、监管所向、人民所盼

与农行所能相结合，以金融活水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让自身成长与杭

州发展互促共荣，展现了国有大行和领军银行的金融担当与力量。

2022年，农行杭州分行存贷款总量突破万亿元；截至12月末，农行杭

州区域各项贷款4957亿元，普惠贷款客户超2.6万户，近3年投放制造业贷

款约1380亿元。

助力产业之城迅速崛起

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农行杭州分
行始终把服务杭州经济发展作为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杭州的
发展重心在哪，农行杭州分行的脚步
就跟在哪。

2022 年 5 月，杭州提出着力打造
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
料和绿色能源五大产业生态圈，推动
形成以万亿级产业为引领、千亿级产
业为骨干、未来产业为先导的现代产
业体系。产业发展由“链”向“圈”，进
化之中，除了企业自身发力，离不开金

融活水的浇灌。
面对新格局，农行杭州分行把握

机遇，从发展理念和信贷政策全力支
持杭州五大产业生态圈发展。以绿色
能源为例，2022 年 9 月正式开工的杭
州建德协鑫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达
140亿元，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抽水蓄能
项目。农行杭州分行了解项目后，积
极参与对接服务，为其制定了详细的
金融服务方案，授信 12 亿元。正是银
行的助力，为蓄能电站这样的高投入
项目解决了资金难题，企业才能心无
旁骛推进建设，在产业转型发展上阔
步前行。

实际上，在农行杭州分行的信贷

名单里，类似于协鑫储能电站这样，属
于五大产业生态圈的项目还有很多。
在农行杭州分行支持的众多企业中，
不少是具备高成长性的专精特新企
业。据统计，农行杭州分行已累计为
杭州市 406 家国家级和省级专精特新
企业中的241家提供金融服务，合计授
信金额超百亿元。

同舟共济抢抓发展机遇

与杭州发展同舟共济，是农行杭
州分行铭记在心、付诸行动的使命。
最近10年，杭州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东
南西北，一座座新地标如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农行杭州分行始终是这座
城市坚定的助推者，在重大项目推进
中，农行杭州分行始终站在第一排。

自地铁 1 号线开通以来，杭州的
轨道交通经历了一系列跳跃式发展，
2022 年 9 月 ，杭 州 终 于 迈 入“ 轨 交
500 公里俱乐部”。在杭州圆梦地铁
的背后，有着农行杭州分行厚重的身
影。早在建设之初，该行就早早参
与，先后为地铁 1 号线、2 号线、机场
快线等项目提供超过 170 亿元信贷
资金支持，合作力度在各金融机构中
位居前列。

除此之外，杭州西站枢纽、第二绕
城以及之江实验室、未来科技城海创
园等对杭州影响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和杭甬高铁、钱江通道、杭新景高速等
涉及杭州都市圈建设的基础设施项
目，都有农行杭州分行积极参与的身
影。目前，在杭州城市基础交通建设
项目的覆盖率、融资金额等方面，该行
居金融同业前列。

时间转瞬即逝，即将开启亚运时
间的杭州，将再次登上世界大舞台。
农行杭州分行早已在这一发展大局中
找准定位，作为亚运场馆建设的主要
合作银行，该行对所有亚运项目组建
了专门的服务团队，参与了 19 个场馆
和配套建设，目前已授信 293 亿元，钱
塘江畔的亚运三馆、沿江灯光带，随处
显现着农行杭州分行的精彩元素。

辛勤耕耘助力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行姓农，
耕耘乡村当仁不让。近年来，农行杭
州分行通过帮扶“输血”、金融服务“造
血”、数字服务“赋能”等方式，不断挥
动金融之笔，描绘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2022 年 8 月以来，“电影下乡美丽
行”为淳安、富阳、桐庐、建德、临安的

村民送上可口的“文化盛宴”。顺着下
乡之路，优质的金融服务一起抵达田
间地头。下姜村所处的淳安，是杭州
唯一的“山区 26 县”，果蔬是当地的产
业特色。农业讲究农时，农户出现资
金短缺等不得，需要以最快速度完成
审批和发放。为此，农行杭州分行不
断创新金融产品，2022 年已为淳安种
植产业发放贷款 400 多笔，为养殖业
发放贷款 36 笔。前不久，农行杭州淳
安县支行还为当地枫树岭镇发放“大
下姜旅游业态提升”项目贷款 1050 万
元，为大下姜村未来乡村建设提供金
融支撑。

同时，针对农品“走出去”问题，该
行还专门推出共富礼包，打造农品展
示馆，助力农品“出山”。在农品展示
馆中，陈列着50多种当地特色产品，茶
叶、山茶油、米酒、地瓜干⋯⋯这些产
品由当地18个行政村的低收入农户提
供原料，并进行深加工，统一打上了

“下姜村”的品牌售卖。有了品牌，价
格自然高了不少。

2022 年，农行杭州分行还制定了
《服务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2—
2024）》，与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拟在3年内提供总额不少
于 1500 亿元人民币的意向性投融资

额度，持续为高质量乡村振兴发展提
供全方位、多元化的金融支持。

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使命

金融惠民体现着行业发展的初
心，一直以来，农行杭州分行在普惠金
融方面的构思、进展和布局，都有着自
己的见解。围绕数字人民币推广、消
费、医疗等需求，持续创新金融服务和
供给，让更多杭州市民享受到有温度
的金融服务。

“民以食为天”。农行杭州分行积
极响应号召，首次推出“四菜一汤”餐
饮振兴计划，提供 100 亿元贷款额度，
除了满足餐饮企业经营融资需求，同
时还发放近千万元消费券，鼓励餐饮
消费。

在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杭州，农
行杭州分行通过拓展应用场景的方
式，降低市民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实
现金融惠民。2022 年 6 月，杭州发布
全国首张政府数字人民币文旅惠民
卡，涉及包括景区畅游、文化畅享、商
圈畅购三大惠民权益。同时，购卡市
民可享受由农行杭州分行提供的补
贴，实现 0 元购卡。据悉，杭州文旅卡
荣获全国城市旅游优秀案例。

打 破“ 数 字 鸿 沟 ”，践 行 金 融 惠
民。2022 年 3 月，全国医疗保障信息
平台在浙江上线，实现了浙江省与全
国医疗保障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医保业
务跨系统、跨层级、跨部门“一网通
办”。为提升市民就医购药的便捷性，
浙江省进一步推动医保移动支付上
线，而农行杭州分行也积极参与其中，
通过便利的线上支付方式，让医保惠
民更近民。

赶时代大潮，扬共富风帆。展望
2023，农行杭州分行将继续坚持金
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
培育“精致、大气、创新、奋进、争先、
务实”的企业文化，干在实处、创新
突破，为服务“重要窗口”“共同富裕
示范区”“两个先行”注入源源不断
的金融力量。

农行杭州分行全力支持杭州亚运会场馆建设，图为钱塘江畔“大莲花”。

农行杭州分行客户经理走入田间地头了解当地农民融资需求

敢 为 敢 闯 敢 干 敢 首 创

全力全力 经经济济拼拼拼

（图片由农行杭州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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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
重大水利工程进展顺利

重大水利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安全保障和重要支撑。

八堡排水泵站完成通水阶段验收、
青山水库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主体工程
完工、西险大塘达标加固工程先行段提
前动工、城西南排工程前期开工⋯⋯过

去一年，在浙江省领导挂帅督办，省市
各部门高效联动、全力攻坚下，一批杭
州市多年想干而未干成的重大水利工
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去年 8 月，作为杭州市重点项目
之一、城西科创大走廊重点项目之

一的青山水库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的新建泄洪洞全面贯通。

“这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
阶段性的胜利，为后续衬砌

创造了全面施工条件，也
为主体工程完工奠定了
坚实基础。”杭州市林

业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青山水库防洪能力提

升工程建成后，不仅可以增
加青山水库防洪能力，也为

上、下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
好的防洪安全保障。

除了提升重点水库防洪能力，
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西部通道工程

（以下简称“城西南排工程”）还给出了
城市内涝治理的“杭州方案”。去年 11
月，位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城西南
排工程南北线正式开工。

“这里地处山区与平原交接处，地
势低洼、河网密布，面临‘上游来水急、
中间地势低、下游排不快’的困境，历来
是杭州城市防洪的‘老大难’问题。”杭
州市林业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随着杭
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发展，建设与杭州
现代化城市副中心目标定位相适应的
防洪排涝工程体系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据悉，作为补齐杭州城西区域防洪
排涝短板、保障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水
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城西南排工程总
投资 115 亿元，总体呈“Y”型布局，主
要将城西区域洪水通过骨干河道工程
及深隧排至钱塘江，排涝能力300立方
米/秒。该工程直接受益人口近百万
人，直接受益面积约213平方公里。

与此同时，城西南排工程改变了城

西洪水北排入太湖的现状，与杭州三
堡、八堡工程联动，可以将杭州地区的
强排能力提升至 750 立方米/秒，极大
减轻太湖流域防洪压力。

打造美丽中国样本
生态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去年，杭州市绿化与自然保护地委
员会办公室荣获“全国绿化先进集体”
称号。国家荣誉背后，有杭州高质量推
进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打造美丽中国杭
州样本的决心和底气。

从持续擦亮绿色基底出发，2021
年以来，杭州市完成钱塘江、富春江、新
安江和杭新景高速等美丽生态廊道建
设2.2万亩，形成了以路为轴的“三网融
合”生态廊道体系；通过重点实施“三江
两岸”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钱塘江畔

“织”起了一条以水为韵的亚运“绿丝
带”；以林为脉，平原林田交错、湿地林

水相依、城乡绿树成荫、通道车行景移
的生态景观扮靓了城乡颜值⋯⋯

打造一流生态宜业宜居城市，擦亮
生态底色只是第一步。去年 5 月，浙江
省公布了2021年度浙江省森林康养基
地名单。其中，杭州建德市富春江国家
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杭州湍口众安
汇尊温泉度假村森林康养基地上榜，杭
州市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增至9个。

“近年来，我们以国有林场为圆心，
以自身自然资源优势为依托，以生态、
生存、生活、生命、生长为理念，以营
地+自然教育为突破口，探索出一条

‘生态共富’的林下经济发展路子。”长
乐林场国家级林业乡土专家廖望仪介
绍，长乐林场“生态共富”的林下经济模
式每年为当地带来近60万人次的客流
量，提供就业岗位 400 余个，带动周边
农户的蔬菜、禽蛋、春笋等乡土特色产
品和乡村民宿、餐饮等产业不断发展，
年增收近千万元，诠释和践行了“绿色
颜值”到“经济价值”有效转变。

无独有偶，杭州建德市依托新安江
“山青水碧、诗意盎然”的天然优势，大
力发展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
等“生态+康养+旅游+N”的新业态林
下经济模式，在海拔500米高山上的莲
花镇铁皮石斛养生馆年效益达到4000
余万元，三都八亩丘的“云漫松间”民宿
更是一房难求。

随着“一亩山万元钱”示范基地建
设、余杭长乐林场“林间大课堂”、临安
山核桃产业大脑的相继出圈，这些农文
旅深度融合项目已然成为杭州市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奋进
“两个先行”的生动实践。

创建国际湿地城市
高质量发展彰显林水担当

创建国际湿地城市是杭州市打造
“闻名世界、引领时代、最忆江南”的
“湿地水城”重要抓手。“去年，创建国
际湿地城市工作全面启动，杭州市林
业水利局成立专班集中攻坚、加快推

进，目前 5 大类 16 项认证提名指标完
成率约 85%。”杭州市林业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杭州市举办了湿地
宣传进学校、“2 月 2 日世界湿地日”杭
州湿地图片展、“寻找你眼中最美秋日
湿地”湿地作品征集等一系列活动，多
途径、多形式、全方位强化创建工作宣
传，切实提高公众知晓率和参与度，推
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和全民生态
自觉。

2023 年，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将围
绕做好成功创湿这一件大事，持续发
力、加速提质、确保成效，通过打造湿地
公园群落、设立杭州大湾区省级湿地公
园等工作，推动“美丽河湖”向“幸福河
湖”迭代升级，厚植湿地水城靓丽底色。

下一步，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将继
续在林水高质量发展中坚定扛起省会
城市担当，围绕稳进提质、除险保安两
条主线，聚焦亚运林水服务保障、国际
湿地城市创建两项重点任务，深化林
长制、河湖长制两大抓手，强化农村饮
水、林农增收两大民生保障，着力在补
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
夫，为推进“两个先行”在杭州的生动
实践，助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林水强力支撑
和保障。

忆江南，最忆是杭州。以国家

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际湿地

城市创建为目标，过去一年，杭州

市林业水利局完成水利总投资

62.2亿元，新增造林6.58万亩。

在打造全域美丽新杭州、描

绘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新征程

上，杭州市林业水利局荣获全国

绿化先进集体称号，数字孪生分

水江流域列入水利部先行先试试

点，杭州市全域开展幸福河湖建

设经验做法通过《水利部简报》在

全国推广。

（图片由杭州市林业水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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