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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农商银行系统

探路绿色普惠金融融合发展 助力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金 晨 吴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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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改革
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9 月 20 日，台州市人民政府与浙江
农商联合银行绿色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战
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这意味着，
绿色普惠金融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在台州
掀开序幕，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和基层实
践正同步推进，推动绿色金融体系不断
完善。

改革的注脚为何落户台州？这里的
小微金融服务改革成为全国最活跃的地
区之一，打响了“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
州”的小微金融品牌。回溯来路，都有着
以台州农商银行系统为代表的金融机构
助力。扎根地方 72 年，台州农商银行系
统承担了台州1/5的小微企业贷款和一半
的绿色普惠贷款。

近年来，台州围绕普惠金融“+数字”
“+科技”“+绿色”“+养老”“+共富”融合创
新，探索做好“普惠+”文章，不断深化普惠
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能力建设，努力推动台
州小微金改“试验区”向“示范区”迈进。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也与城市发展同频共
振，率先试点“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
模式”，盘活农村沉睡资产、解决农户融资
难题；主动参与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率
先推出“技能共富贷”专属金融产品，打破
技能人才成长“天花板”，帮助他们做大做

强⋯⋯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存贷总量、增
量、增幅均居台州市银行业第一。

伴随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台州市政
府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再携手，以此次签
约为契机，未来5年，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围
绕“给普惠金融增‘绿色’，让绿色金融更

‘普惠’”的目标，累计向台州市投放 5000
亿元信贷资金，以专业的工作队伍、专属
的信贷产品，打造台州版绿色普惠识别标
准，进一步加大对绿色发展和绿色低碳转
型的支持，助力台州市争创国家普惠金融
服务小微企业改革示范区，助推台州经济
高质量发展。

当天，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还与台州学
院达成战略合作，共建“数字普惠金融研
究中心”，加强金融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
提炼，一批具有台州特色的、可复制的地
方案例呼之欲出。

识绿有道
精准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在台州，企业碳排放权、排污权、特许
经营收费权可以用来融资，已成常态。早
在 2020 年，台州农商银行系统紧跟“碳达
峰碳中和”相关政策，积极布局碳金融。

3 年前，天台农商银行率先成立绿色
金融服务中心，推出碳排放质押融资产品，
浙江红石梁集团热电有限公司利用自有碳
排放配额，转化为绿色低碳发展资金，获得

500 万元授信，成为台州市首笔碳金融业
务，帮助企业有效盘活“碳资产”。

3年后，这一融资模式的创新，也从一
地复制推广至台州全域。然而，由于绿色
信息、碳排放数据共享不足，如何准识别
绿色企业成为探索推进的“掣肘”。破难，
从党建联建开始。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已
累计与全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和地方
党政部门开展党建联建 3979 个，建立健
全政银合作对接长效机制，搭建认证认可
和标准质押融资对接平台，实现信息互
通。

玉环，作为全省低碳试点县，当地首
创排污权“网拍”新模式，玉环农商银行顺
势而为，主动融入排污权资产化信息服务
平台，企业相关信息实现一键可查询；天
台农商银行则联合经信、环保等部门共享
环保企业集群“白名单”⋯⋯各地通过政
银合作，既拓宽了金融机构的“绿色”信息
收集渠道，又帮助企业融资唾手可得。

除了高效“识绿”，金融产品和服务也
走向多元。在温岭，有害生物防治、绿化
造林等绿色产业链相关企业有了专属授
信产品——“绿链贷”；在有着“中国西蓝
花之乡”美誉的临海，台州农商银行系统
为上盘镇西蓝花产业集体授信 2 亿元，当

地从卖花球到搭建起全产业链，还将废弃
根茎叶变为有机饲料，发展起循环农业；
当椒江大陈岛“海洋蓝碳”项目建设试点
工作如火如荼推进，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借
机推出“蓝碳贷”绿色金融产品，还有“蓝
碳存”“蓝碳积分”等金融服务，逐步搭建
蓝碳积分普惠体系，为产业发展、技术创
新、消费升级注入新的动力。截至6月末，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绿色贷款余额 88 亿
元，2023年度增加60亿元。

数字转型
探索绿色和普惠深度融合

绿色，正成为美丽乡村的底色。立足
“姓农姓小姓土”的核心定位，台州农商银
行系统将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深度融合，
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绿色活力。

当黄岩瓜农“追着太阳种西瓜”，足迹
遍布全国 24 个省，外出瓜农到家即可签
约、在田间地头贷款秒到账也逐渐成为日
常。近期，西瓜种植所用的可降解塑料薄
膜、有机农药、有机化肥等，都成了农户们
的绿色认证资料。

原来，黄岩农商银行建立“绿色生产
资料库”，以关键词智能匹配等数字化创

新手段，不仅对瓜农全覆盖式普惠建档和
授信，还对西瓜产业的每一笔流动性贷款
进行绿色认定，实施差异化利率定价。

数字化改革，成为探索普惠金融和绿
色金融深度融合的关键助攻。台州农商
银行系依托台州市数智金融服务平台，上
架绿色金融产品；拓展绿色智能识别技
术，完善“微绿达”普惠绿色金融应用场
景，提升融资的效率与便捷度。

迭代升级的金融服务成了“点绿成
金”的关键密码。“青蟹贷”让三门青蟹住
进了“蟹公寓”，也收获肉质更鲜嫩、单价
更高的“软壳蟹”，助力蟹乡蹚新路；“玉柚
贷”不仅解决玉环农户融资难，还配套电
商直播、线上物流等综合服务，全面支持
海岛山区农业特色产业链发展⋯⋯

不仅助力扩中提低，还做优村居服
务。聚焦基层资管服务，台州农商银行系
统全面推广“浙里基财”应用，覆盖所有乡
镇街道；与台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持续推广

“四个办”服务体系，为周边村民提供“就
近帮办”服务；积极参与“和合城·幸福里”
项目，率先上线“浙里幸福”数智化系统，
助力提升社区微治理水平。

（图片由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提供）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低碳升级、多样生物与城市相融共生⋯⋯环视台州，

绿色，成为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绿色金融”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之一，浙江金融监管局联

合多部门出台《浙江银行业保险业支持“6+1”重点领域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行动方案》，完善绿色金融服务机制，规范银行保险业自身绿色低碳转型示

范与标准体系建设，加大对清洁能源、绿色制造、绿色建筑、产业低碳转型等

领域的金融支持，推动绿色产业做大做强。

长期以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为引领，促进“绿水青

山”变“金山银山”，探索出一条绿色低碳发展的农商银行路径。台州农商银

行系统则立足台州实际，聚力做优乡村振兴主办银行、做实民营小微伙伴银

行、做强普惠金融主力银行，助力台州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撬动更多金

融资源向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倾斜，将绿色资源转化为台州低碳发展的实效。

绿色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绿色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天台农商银行客户经理走访绿色生态养殖户

玉环农商银行客户经理走访科创企业

深化产村融合 泰顺打造富美乡村新样板
李晟曈 董海健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必须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
治理融合水平。就乡村发展而言，需要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
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健全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近年来，泰顺通过产业联动，跨界优
化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配置，延伸
产业链条，完善利益机制，发展新型业态，
打破农村一二三产业相互分割的状态，逐
步形成了优结构的产村融合发展生态。

“三产融合”走向宜居宜业

“我们原来的茶叶摘下来只能低价卖
给外面收购的商贩，现在有了猫狸坎共富
工坊的帮助，茶叶收购的价格也高了，收
入更加固定了。”

在泰顺雅阳镇东安村，茶农们见证了
猫狸坎共富工坊带来的变化。通过吸纳
周边村庄的散户茶农和农村闲散劳动力，
将茶叶采摘、加工和包装等工作化整为
零，猫狸坎共富工坊将茶产业的链条做得
更深更透，也做进了乡村生活，不仅实现
了茶叶附加值的显著提升，也让村民的收
入有了大幅增长，更实现了茶产业和乡村
的深度融合发展。如今，猫狸坎共富工坊
的相关产业在忙碌时节，村民人均月收入
可超3000元。

泰顺产村融合，宜居又宜业。

走进筱村镇坳头村，独具特色的农旅
融合产业正蓬勃发展。2016年，在上海经
商的泰商吴春华怀揣着回馈家乡的情怀，
盘下坳头村空置的老旧木房，承包抛荒山
地，打造筱村公社项目。原本闲置的古
宅，经过精心改造，成了游客们趋之若鹜
的温馨住所。

时至今日，依托于周边乡村自然风
景，筱村公社等一批产村融合项目因势利
导，已经发展成为以休闲农业为主体，融
合生态保护与乡土科教、山水游赏与养生
度假、耕读文化与公社风情展示与体验、
现代农业技术示范推广于一体的“三产融
合示范园”。

如今，筱村镇周边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偏僻的小山村成了一个个充满诗情画
意的“世外桃源”。据了解，筱村公社所在
的坳头村，通过各类项目分红，每年的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十多万元；而借着各

类三产融合项目的东风，曾经的“空壳村”
也有了人气，周边村民在家乡就业致富，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双轮驱动”呈现富美乡村

泰顺自然环境秀丽优美，美丽乡村星
罗棋布般遍布在山坳之间。产村融合，让
泰顺的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济，如同两架
并驾齐驱的马车，双轮驱动，稳健地走出
了一条富美之路。

作为闻名遐迩的“茶叶之乡”，茶产业
一直是泰顺乡村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泰
顺锚定区域产业特色，借助乡村特色产品
资源和空间资源，着力推进茶产业深加
工，实现了茶产业链的延长和产村深度融
合。

如今，用“茶叶”炒菜的茶香佐料、仅
用泰顺红茶煮制的茶叶蛋、用茶叶饲料喂

养的茶香猪⋯⋯泰顺茶衍生品迅速“出
圈”，不仅增加了美丽乡村特色产品的附
加值，还带动了众多茶农就业增收。

好山好水出好品，依托自然环境禀
赋，泰顺充分利用山间田畴之间的优质土
特产，将优渥的农产品转化为区域经济发
展的动能。

2021年，泰顺与杭州滨江区开展山海
协作，打造滨泰共富数字经济产业园，巧妙
用好滨江电商产业优势的“指挥棒”，促进
乡村产业升级。近年，立足农产品特色，泰
顺又在园区内设立滨泰直播共富工坊，实
现优质、天然、绿色的泰顺农产品出村入
网。去年，滨泰直播共富工坊的农产品销
售额达400多万元，向村民、企业支付农产
品采购金超过 300 万元。今年，共富工坊
再接再厉，又培育“泰选联合”新品牌，将泰
顺优质的农品紧密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
合力，助力乡村走向共同富裕。

“连片抱团”串起山村未来

在泰顺三魁镇，90后农创客巫逢洲的
产业园内，第一批 200 亩的试验田已经开
始试种辣椒。“我们的瘦肉丸料包里需要
的辣椒，准备用泰顺人自己种的辣椒，计
划种植 1000 亩。”巫逢洲介绍，产业园是
他们的“三万创意共富工程”，所谓“三
万”，就是“一万亩基地，亩产收入超万元，
带动万人共富”。

而走进雅阳镇灵乾民族村的特色农
业产业园，蓝莓、黑老虎、红美人等特色水
果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这个曾经人
均年收入还不足 4000 元的小山村，今天
已经实现了片区内各民族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的美好愿景，村集体每年能够增收 5
万元，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也
为村子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像这样连片带动区域乡村发展的产
村融合模式，正在成为泰顺乡村振兴未来
的发力方向。以乡村作为坚实的基础，承
载着丰富多样的产业空间，积极发展产业
经济；以产业作为有力的保障，驱动着乡
村不断升级更新，并且持续完善服务配套
设施。泰顺的产村融合，将逐步构建起产
业、乡村、村户三者之间充满活力、持续向
上发展的良好态势。

今天的泰顺，越来越多的农创客带着
资金和项目回乡投资，满怀热情地扎根创
业。领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乡村人才
振兴刺激着产村融合与富美乡村的交流

“神经”，“连片抱团”串起山村未来发展。
未来，泰顺将坚持不懈地优化乡村产

业结构，进一步延伸特色产业链，积极拓
展多样化的产业形态，更加完善产业融合
的形态。让产业与产业、产业与社区、产
业与人，以及产业与乡村形成有效的互
动，形成产业闭环，为全省山区乡村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样板和经验。

筱村公社全景图

（图片由泰顺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 健 康 数 据 里 显 示 最 近 血 压 有 点
高，在吃什么药⋯⋯”在嘉兴市嘉善县
干 窑 镇 黎 明 村 卫 生 室 ，来 自 干 窑 镇 卫
生院的医生正在为村民看病。

医生口中的健康数据来自村卫生
室 里 的 健 康 监 测 一 体 机 ，集 身 高 、体
重、血压、血糖等数据监测于一身，村
民 刷 市 民 卡 或 身 份 证 就 可 以 进 行 检
测 ，检 测 出 来 的 数 据 会 同 步 到 干 窑 镇
卫 生 院 的 系 统 里 ，卫 生 院 医 生 通 过 监
测 数 据 ，就 能 及 早 对 患 者 进 行 干 预 治
疗。

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进行慢性病
防控。今年干窑镇黎明村率先启动慢

性病县镇村三级协同管理模式，将“慢
性 病 一 体 化 门 诊 ”服 务 再 升 级 。 该 村
以 村 卫 生 室 为 基 础 ，乡 镇 卫 生 院 为 支
撑 ，医 共 体 牵 头 医 院 为 指 导 的 三 级 联
动 健 康 管 理 网 络 ，实 行 慢 性 病 的 精 准
干 预 ，从 而 提 高 村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的 质
量和效率。“我们检验科的医生还会定
期到村卫生室进行检测、答疑。”干窑
镇卫生院副院长吕建楠表示。

近 年 来 ，随 着 分 级 诊 疗 体 系 和 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深入推进，“基
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
动”的格局正在形成。在这一格局下，
基 层 卫 生 机 构 不 再 是 一 个 单 独 的 个

体，而是医共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 大 妈 是 姚 庄 镇 桃 源 六 邨 的 居

民，她表示：“现在好了，社区里就有巡
回医疗点，专家医生就来到社区就诊，
我 可 以 直 接 在 这 里 配 高 血 压 药 了 ，真
是太方便了！”

“ 通 过 远 程 协 作、双 向 转 诊、专 家
到 基 层 坐 诊 等 方 式 ，县 镇 村 医 疗 机 构
之 间 实 现 了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共 享 ，从 而
让农村患者看病更方便、更快捷。”嘉
善 县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党 委 委 员、副 院 长
朱敏刚介绍。

截 至 目 前 ，嘉 善 县 所 有 基 层 医 疗
机 构 已 实 现 基 层 胸 痛 单 元、智 慧 健 康

屋 全 覆 盖 ，所 有 镇（街 道）均 配 备 CT
等 大 型 医 疗 设 备 ，90.27% 的 村 卫 生 室
达 到 全 国 村 卫 生 室 规 范 化 建 设 标 准 ，
远 高 于 国 家 30% 的 标 准 。 同 时 通 过
县域医共体资源共享，成立 35 家质量
控制中心，建成慢病一体化门诊 4 家、
镇 级 巡 回 医 疗 诊 室 9 家、巡 回 医 疗 基
地 9 家 、巡 回 医 疗 点 42 家 ，开 设 全 专
科 联 合 门 诊 61 个 ，月 均 服 务 2500 人
次；配套投放 5 辆巡回医疗车，年内还
将新增 10 辆；建立家庭病床 66 张，平
均 每 周 每 辆 巡 回 医 疗 车 上 门 服 务 12
次 ，2024 年 已 完 成 上 门 服 务 1400 多
次。

嘉善让百姓在家门口看病越来越方便
许一楠

在村卫生室里，医生正为村民测量血糖。
李红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