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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重大项目”
打通城市发展经纬脉络

发展海岛交通是舟山市融入长三角
经济圈的第一步。而交通建设，资金是

“压舱石”和“发动机”。
今年国庆假期，浙江甬舟铁路金塘海

底隧道建设不停工。轰鸣声中，“甬舟号”
盾构机缓缓转动锋利的刀盘，前方土块和
石头，被切削得粉碎，并通过泥浆管路送
出隧道。甬舟铁路是目前桥梁隧道施工
难度最大的越海高铁工程，已经进入攻坚
阶段。

甬舟铁路总投资 270 亿元，是义甬舟
开放大通道的支撑性运输通道。为顺利
推动该项目落地，助力宁波舟山同城化
发展，2023 年 4 月，农行舟山分行作为牵
头行之一，牵头发起甬舟铁路项目银团

贷款——6 家金融机构完成 190 亿元的
银团贷款签约。其中，农行舟山分行提
供 52.5 亿元贷款额，为舟山交通建设领
域单笔金额最大融资之一。

此次合作，农行舟山分行不仅是外部
银团贷款的牵头行，还与系统内沪、甬两
家分行组成内部银团，联动同业提供更为
全面和深入的服务。近年来，该行联动上
海分行、宁波分行为甬舟铁路安排专项信
贷规模，满足甬舟铁路项目各项金融需
求，提供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保证项目
建设进度。

引金融活水，强健重大项目筋骨。近
年来，农行舟山分行建立重大项目融资

“绿色通道”，加强交通、港口、码头等基础
设施建设金融支持。2024 年以来，新增
基础设施建设、涉海产业链项目贷款授信
48.5 亿元，累计发放固定资产贷款金额
38.88亿元。

“金融＋海洋产业”
澎湃蓝色经济发展动能

海洋特色产业是舟山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也是海岛共富的根基。
俯瞰六横岛，湛蓝辽阔的海面上，坐

落着六横海洋牧场。这是舟山首个渔旅
产业融合开发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也是我国首个海洋工程“海洋牧场+深远
海养殖”规划养殖项目。海洋牧场作为集
生态优化、资源养护、环境友好于一体的
新型渔业生产方式，是目前舟山群岛渔业
发展的新趋势新业态。

农行舟山分行全力支持现代化海洋
牧场建设，在走访企业后，迅速制定金融
服务方案，最终为该项目批得授信 4.2 亿
元，目前已放款 2404 万元，推动舟山渔业
转型、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助力县域绿色
发展。

聚焦绿色产业发展，农行舟山分行不
断创新绿色金融、科创金融产品和服务模
式，设立绿色专营支行3家、科创专营支行
3家，优化金融精准服务措施；积极支持有
规模有效益的风电、太阳能发电项目建
设，为绿色产业领域的重点项目、重大工
程“贷”去金融支持；先后推出“专精特新
小巨人贷”“科创赋能贷”“火炬创新积分
贷”等产品和“浙科通”业务，加强对数字
海洋智能电子、数字海洋智能装备等海洋
数字产业和“未来工厂”“智能工厂”等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融资支持。

2024 年 以 来 ，该 行 净 增 绿 色 信 贷
19.02 亿元，净增战略新兴产业贷款 20.22
亿元。

“金融＋乡村振兴”
共绘海岛共富美好蓝图

嵊泗县高场湾村依托海岛民俗文化
成为网红打卡地，如今坐拥 50 余家民
宿。看到农旅产业前景的应老板在装修
升级民宿之际，遇到了资金紧张的问题。
农行嵊泗县支行为其开辟“惠农e贷·乡旅
贷”专属绿色通道，加快信贷调查及线上
自动审批流程，及时发放 50 万元信用贷
款，解了应老板的燃眉之急。

为加快海岛“渔旅融合”，拓宽乡村振
兴发展路径，农行舟山分行设立乡村振兴
金融部，打造“美丽城镇”“美丽乡村”两大

产品线；出台“助力嵊泗共同富裕 15 条意
见”，推出“渔业活体抵押贷”产品；开展金
融“七个下乡”，整村推进、批量建档，持续
加大农户信贷建档区域覆盖；积极运用

“乡村振兴带头人贷款”“惠农 e 贷”“海岛
休闲旅游经营客群乡旅贷”等农户特色产
品，不断满足农户在农产品加工、农产品
流通体系、乡村旅游等领域的多样化融资
需求。

截至今年 9 月末，该行乡村建设贷款
余额55亿元，乡村产业贷款余额95亿元，
农户贷款余额26亿元。

“金融＋对外开放”
谱写海洋经济全新篇章

浙江自贸试验区是全国唯一由陆域
和海洋锚地组成的自贸试验区，近年来，
舟山片区深化油气全产业链集成化改革，
打造大宗商品资源配置基地，改革创新
成果丰硕，成为名副其实的“试验田”。

深圳中石油国际液化天然气加
注 有 限 公 司 是 浙 江 省 首 家 保 税
LNG 加注企业，主要负责华东区域
国际航行船舶液化天然气加注业务的
开拓与运营等业务。在获取企业新设在
舟分公司的消息后，农行舟山分行第一时
间组建团队，积极与企业协调，制定专业
金融方案，确保自贸区新型业务快速落
地。如今，该行已助力完成新加坡某企业
21 万吨双燃料散货船保税 LNG 燃料试点
加注服务，争取最优最便捷的结算方式，
加速资金回笼，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对农

行金融服务水平称赞有加。
农行舟山分行紧扣浙江自贸区建设

和舟山产业发展脉搏，致力于发挥自贸区
功能性业务优势，加速制度创新和产品落
地，积极提升自贸区内金融服务效能；持
续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试点和高
水平贸易投资结算便利化试点成效，为有
需求的客户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的服务。
截至今年 9 月底，农行舟山分行为企业办
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业务3.18亿元。

枕梦山海，逐梦未来。农行舟山分行
将积极践行国有大行的担当，立足区域化
经济发展，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
金融供给、金融创新、金融服务、金融改
革，为舟山共富图景添“农”妆。

农业银行舟山分行

引金融活水，助力打造共同富裕海岛样本
赵羚璇 黄宁璐

蔚蓝的大海，给舟山带来的不仅

是丰富的旅游资源，更是一份现代海

洋城市与世界接轨的辽阔想象。从

2011 年舟山群岛新区成立，到2017

年浙江自贸区落子，再到如今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市，舟

山大跨步迈向新蓝海势能澎湃。

城市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

鼎力支持。作为国有大行，农行舟山

分行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

管局的工作指导下，秉持金融初心，充

分发挥金融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引导

作用，着力加强海洋金融支持、绿色金

融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服务自贸区金

融改革，为海岛共富增添动能。

截至今年 9 月末，该行存贷规模

达 1033 亿元，县域贷款总量超 170

亿元，获得了 2023 年舟山市金融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考评一等奖、金融支

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先行市“优秀市级金融机构”等荣誉。

甬舟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开始海底掘进
姚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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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们 知 道 什 么 是 校 园 欺 凌 吗 ？”
“我们可以随便跟网络上的陌生人见面
吗 ？”“ 受 到 伤 害 ，我 们 该 怎 么 做
呢？”⋯⋯近日，一场检察官与海岛娃面
对面的法治课在嵊泗县枸杞乡东海小
学拉开序幕。

镶嵌在枸杞岛山坳中的东海小学，是
浙江省最东部的一所渔农村小学，全校
132 名学生，他们的父母多为渔牧民或外
来务工人员，以海为家、以渔为业。为了
让更多偏远海岛儿童也能沐浴法治阳光，
嵊泗县检察院“小岛检察官”，漂洋过海来
到这里，为孩子们带来了新学期第一堂法
治课。课堂上，检察官们结合海岛青少年
生理、心理特征，巧妙融入具体案例以案
说法，引领孩子们筑起自我保护的坚固防
线。

“海岛的独特地理环境，限制了孩子
们获取外界信息的多元渠道，因此他们很
需要这样面对面、接地气的法治教育。”东
海小学校长葛军海说，每年在开学季、寒

暑假、全国普法日等重要节点，检察官们
都会如期送法上岛进校，为学生们带来一
堂堂生动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法治课，确保
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们能够及时感受到法
治的脉动。

服务民众，不以山海为远。今年 5
月起，舟山检察机关立足海岛众多、地
域辽阔的实际，创新性地全面推行“小
岛检察官”工作，构建起覆盖全市各住
人岛屿的“一岛一检察官”精准服务模
式。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小岛检察
官”就跋涉到那里，全面开展法治宣传、
监督线索摸排、司法救助等工作，将“坐
堂办案”转变为“上门服务”，给偏远海
岛群众送去更贴近、贴心的司法服务，
努力做到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岛。

今年初，为了让岱山惠残政策进一
步落实落细，岱山县检察院邀请政协委
员、残疾人代表等召开残疾人权益保障
行政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会，并组织相关
行政机关召开协调磋商会，共同推进残

疾人乘坐岛际客船等水上交通优惠与
便利工作，筑牢残疾群体民生保障网。
7 月 1 日，在各方推动下，《岱山县残疾
人水上客渡运过渡优惠实施方案》正式
施行，3400 余名岱山籍重度残疾人可享
受到县内航线来回半价、乡镇渡船航线
来回免费的优惠政策，让他们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和关怀。

除了服务好海岛群众，舟山市检察机
关还聚焦产业发展大局。“小岛检察官”深
入金塘甬舟铁路、鱼山岛绿色石化基地、
六横岛“清洁能源岛”等重点项目一线办
理相关案件，灵活运用羁押必要性审查、

“支持起诉+诉前和解”等，因案施策，多元
化监督推动整治欠薪顽疾，护航工程项目
建设，实现检察办案、矛盾化解、社会治理
融合推进。截至目前，全市已组建 51 支

“小岛检察官”队伍，分赴61个主要住人小
岛开展监督线索排摸、司法救助、法治宣
传等200余次。

践行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

小岛来了检察官
周杭琪 陈洪娜

沈晏 邹佳慧

“从绿华村搬过来以后，去儿子家
也方便了，之前的难事都解决了。”说
起从小岛迁过来后的日子，如今住在
嵊泗县金平幸福驿家的85岁老人蔡杏
云感慨道。回忆中，曾经的苦难浮上
心头。

原来，菜园镇绿华村物资运送要
靠“看天吃饭”的渡轮，以往过年前，
到大岛买菜，风浪一大就心急，担心
停航导致菜不新鲜，不能让儿孙吃好
年夜饭；自建房大多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年久失修，一到台风天就不
安心；用电、用水、看病、出行都存在
一定问题，部分路坎已成危险地段，
不方便行走。

绿华村村民的种种烦恼，亦是嵊
泗菜园镇各悬水小岛的通病。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菜园镇锚定
“迁得出、住得牢、过得好”目标，在
2022年开始启动新一轮“小岛迁、大岛
建”工作，提出了绿华村离岛（西绿华
岛、东绿华岛、东库岛）搬迁试点建议，
制定搬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于 2023
年 2 月启动首批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搬
迁工作。

搬迁工作一开始，碰到了抵触情
绪。抵触一方面来自乡土情结。“在
小岛生活了一辈子，不想折腾了。”90
岁的娄菊青老人道出了不少人的心
声。当时长期居住在西绿华岛、东绿
华岛、东库岛的村民中，65 周岁以上
占 70%以上，室虽陋，情却深。抵触
另一方面则来自对未来的担忧：“搬
到哪、怎么搬、如何建”“搬迁后生活
成本将显著提高”“就业问题怎么解
决”⋯⋯

当好群众“解忧人”，菜园镇一一
破题，把担心变期盼。成立镇“小岛
迁、大岛建”工作专班，先后 20 多次
上 岛 走 访 ，耐 心 解 释 搬 迁 政 策 和 好
处；将原金平村委改建成搬迁安置的
幸福驿家，大到空调电视，小至夜灯，
一应俱全，且驱车至嵊泗县人民医院
仅需 10 多分钟；制定一户一策搬迁
安置方案，参照政策给自主搬迁居民
发 放 15000 元/人 的 异 地 搬 迁 补 助
款；对居民提出的卫生保洁、门岗安
保等就业意愿，专班积极对接用人单

位和企业。
持续不断地攻坚，用心用情地推

进，使群众渐渐打消了顾虑，从被动转
变为主动。如今，累计有 33 户 44 名老
年人成功搬迁，他们或进城投靠子女，
或入住养老院，或搬进了金平幸福驿
家。“这里条件好太多，连马桶都是智
能的，怎么用我还专门学习过，都这么
大年纪了，还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一点
没想到啊！”搬进幸福驿家的新家后，
娄菊青有些“乐不思蜀”。

“小岛迁、大岛建”不是新词，从上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菜园镇已开展过
两次，此次是第三次。

“小岛迁、大岛建”在不同的时代
背景下不断迭代。比如，首次将住房
保障范围扩展至小岛进城渔农民，目
前青沙、马关、金平等承接点位的安置
房建设正在加快进度。按照“权随人

（户）走”要求，保持“三不变”，即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变，集体资产收
益分配权不变，承包地、林地、宅基地
权益不变，这让迁居的渔农民真正没
有了后顾之忧。

居民向大岛和城镇集聚，但小岛
不会和空心岛画等号，瞄准海岛旅游
的菜园镇已有打算。“小岛搬迁，也是
为发展经济腾出空间，我们将根据‘一
岛一功能’要求，加强东库岛等已搬迁
岛招商引资，利用现有村落、码头、岸
线开发特色旅游项目。”菜园镇相关负
责人信心满满。

向未来，这些悬水小岛将迎来华
丽的转身，成为“两美嵊泗”的一张张
新名片。而享受权益“三不变”的小岛
迁居渔农民，亦能从中共享改革发展
红利。

“搬”出忧居岛“迁”进幸福里“搬”出忧居岛“迁”进幸福里

老人们在幸福驿家看图册、拉家常。
嵊泗县菜园镇供图

普陀山检察室开展保护海洋环境宣传 舟山市检察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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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舟山分行工作人员细
心询问嵊泗渔民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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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舟山分行工作人员走访调研六横海
洋牧场 （图片由农行舟山分行提供）（图片由农行舟山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