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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引金融活水广引金融活水，，润泽美丽乡村润泽美丽乡村

到“农家乐”吃土灶柴火鸡、在
5G乡村书店“水心草堂”喝咖啡看书
……随着路桥区螺洋街道水滨村强
村项目一一落成，这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乡村跃升成为“网红”打卡地。

“多亏路桥农商银行发放 300
万元‘兴村贷’，让村容村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变化。”水滨村党总支书记
林宏华说，“不过，贷款额度也根据
3种颜色分类，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我们村逐渐跃升到‘绿色’，生活越
来越有奔头。”

美丽乡村蝶变密码，藏在“红色
数智金融助富大脑”里。路桥农商银

行搭建智慧平台，对全域家庭实行
黄（年入 20万元）、蓝（年入 20万元
—60万元）、绿（年入 60万元以上）
三色管理，根据“数智大脑”精准识
别，让金融服务更“聪明”。

放眼台州，9个县（市、区）有着各
自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如何放大优
势，各美其美？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因地
制宜，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累计发放美
丽乡村贷款31.41亿元，让利4609万
元。同时积极融入未来乡村建设，与23
家未来社区、10家未来乡村达成战略
合作，探索“智慧乡村”服务模式。

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潘村，又名

“潘家小镇”。依赖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乘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该村由
一个经济薄弱发展成为乡村旅游“明
星村”，村民人均收入从2009年的不
到2000元增至如今的20余万元。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项目建设、
硬件设施投入都面临着较大资金需
求。作为横渡镇唯一一家银行机构，
三门农商银行对下潘村开展长期金
融扶持，为重点支持旧村改造、民宿
建设、乡村旅游发展等，累计发放

“美丽乡村”系列贷款5388户、金额
7.52亿元，有力促进了该村蝶变。

美丽乡村建设不是完成时，而
是进行时。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将支
持绿色发展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要方向，有序推进农村绿色金融发
展和涉农普惠金融发展。

打卡“文旦花开”创意产业园；
逛周末集市见识农特产品 ......每年
的 11月至 12月，在玉环垟根村，文
旦旅游节带来全新体验。据不完全
统计，2022年垟根村村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5万多元，高于全市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文
旦产业功不可没。

为做好配套金融服务，玉环农商
银行成立文旦服务专营支行，以“党
建+信用村”“产业+信用村”等方式推
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推广农户
小额普惠贷款。目前，该行农户授信
覆盖面达100%，授信金额6.8亿元。

夯实普惠金融夯实普惠金融，，激发农民创富激发农民创富

深化山海协作深化山海协作，，助力城乡共富助力城乡共富

路桥农商银行客户经理走访农户，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

●台传媒记者葛星星 台传媒通讯员叶珍英 吴梦婷/文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供图

每10户农户就有8户得到过农商银行贷款支持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金融创新助推乡村共富
核心阅读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乡村振兴发展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
效。2月13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
件，再一次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

作为台州网点最多、服务最广、支农支小力度最大的银行，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在创新金融产
品、做实金融服务上持续用力，实现服务场景的线上线下融合，搭建农村金融生态圈，助力打造以
新农民、新农村、新产业为特点的“三新”农村共富台州模式。台州每10户农户中就有8户得到过
农商银行贷款支持。

近年来，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扛起乡村振兴主办银行担当，深耕“三农”，为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积极贡献金融力量。

截至2022年年末，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各项存款余额3084.66亿元，年增504.91亿元，增幅19.57%，比全市银行业
高3.9个百分点。各项贷款余额2456.51亿元，年增420.76亿元，增幅20.67%，比全市银行业高2.72个百分点；其中乡
村振兴领域贷款余额1948亿元，年增346.91亿元，增幅21.66%，高于全部贷款增幅。

等群体发放“丰收杨梅贷”等系列贷
款6.51亿元。

朱旭辉大学毕业两年后返回仙
居创业，创立了乌岩山杨梅专业合
作社。杨梅露天种植，品质“靠天吃
饭”。为提高品质，他引进智能大棚
种植技术，让露天杨梅“住”进生态
大棚。“杨梅智能生态大棚建设缺少
资金，多亏了仙居农商银行第一时
间支持！智能大棚的温度、湿度、土
壤灌溉、补光都是自动化控制设备，
不用天天往山上跑，手机APP就能

搞定。”朱旭辉边介绍边演示。
特色农业创富增富能力不断增

强，产业富民之路也越走越宽。台
州农商银行系统结合区域农村经济
特点定制特色涉农产品，创新农村
金融服务，支持农村特色产业发展
和美丽乡村建设。同时加强“银政
企”合作，聚焦服务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探索数字化农村金融服务平
台，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普惠
化、便利化。

“有了这笔资金‘撑腰’，员工工

资、渔船保养、维修等费用，我就不
用愁了。”陈才旭是温岭市城南镇的
一名渔船主，2月 9日，在城南镇小
鲜品牌发布会暨小网海鲜市场开业
现场，他拿到了温岭农商银行给予
的500万元授信额度。

包括陈才旭在内，温岭农商银
行共向该镇上塘村、沙岙村、担屿村
共富工坊及渔船主综合授信4500万
元，让金融“活水”助力城南渔业蓬
勃发展。

作为渔业大市，2021年以来，温
岭积极开展海鲜区域公共品牌创建
工作，推出了“温岭海鲜，一路领鲜”
公共品牌宣传口号。在此基础上，以

“小网海鲜”出名的城南镇积极行
动，打出了“城南小鲜·寻味‘岭鲜’”
口号。为进一步擦亮城南海鲜品牌，
推动当地渔业全产业链发展，温岭
农商银行还向城南镇渔业产业共富
工坊综合授信 20亿元，以金融力量
助力该镇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产
品优势向品牌优势转化。

“今年中央 1号文件指出，要扎
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
理等重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主办
银行，我们将继续紧扣乡村振兴发
展主旋律，让更多特色产品助力乡
村更加宜居宜业。”温岭农商银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

温岭市乐洋海水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济旭向温岭农商银行党员志愿者们介绍鲈鱼收成情况。

在仙居，处处可见如火如荼的
项目建设场面。去年，当地共安排重
点项目 138个，总投资 619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107亿元。与项目建设同
频共振的，还有台州农商银行系统
暖心的金融服务。

四处走访收集整理了各大项目
的融资需求后，仙居农商银行信贷
管理部总经理叶斌昇却犯了难。“重
大项目投资额度较大，通常由一家
银行完成审批难度极大。”为破解痛
点、堵点，仙居与临海两家结对行拟
通过结对组团模式提供全方位融资
服务，首期贷款计划授信10亿元，重
点对接高铁新城、城市综合体等项
目建设。

项目协作，激活山区发展动力。
“对银行来说，结对组团模式可以协
力服务项目、共同承担风险。对企业
而言，结对组团模式可以降低融资
成本，争取更大的贷款额度、更长的
贷款期限，提升了服务企业的效
率。”仙居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潘宏强说。

聚焦金融助力山区26县跨越式
发展，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深化山海
协作，辖内 9家农商行相互建立“3+
5”模式：即天台农商银行与黄岩、路
桥农商银行结对，仙居农商银行与
临海农商银行结对，三门农商银行
与椒江农商银行、温岭农商银行结
对，辖内各行树立“一盘棋”意识，共

同推进山区县发展。
三门县蛇蟠乡黄泥洞村的养殖

户王飞承包了 20亩养殖塘，十几年
来以养殖和出售青蟹、小白虾等水
产品为主要收入来源，主要销售到
温岭等地。近两年受疫情影响，饲料
价格、人工费用、交通运输等成本都
在上涨。

三门农商银行第一时间与养殖
户对接，通过农信担保公司为王飞
送去30万元的“渔乐贷”。“不仅贷款
批得快，还帮我们拓宽了销路！”原
来，作为山海协作结对行的温岭农
商银行通过线上直播带货，累计帮
助销售青蟹3.5万斤，为养殖户增收
2900万元。未来，三门、温岭两家山
海协作结对行将联合打造产业协作
平台，进一步探索“前期资金支持+
后期直播带销”模式，助力养殖业提
质升级。

台州这座山海水城，涌动着山
海协作、全力推进山区县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故事。台州农商银行系统
还深化党建共建，加强政银、村银合
作，累计建立了 3895 个党建联盟、
1252个“红色丰收驿站”，通过开展

“金融助富”“助企强村惠民”等大走
访活动，推动“党建+金融”与地方治
理深度融合。

在中央一号文件的东风下，台
州农商银行系统将不断完善服务
机制、下沉服务重心、增强服务能
力，坚决履行好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的使命责任，让农业成为更有
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更有吸引
力的职业，农村成为更安居乐业
的家园。

椒江农商银行以“共富粮农贷”粮食生产专项贷款服务农户，全面助力
粮食生产。目前，截至2022年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107.47亿元。

“没想到能申请到免息的贷款，
你们的服务真是热情又高效！”近日，
黄岩上郑乡上郑村村民谢仙洋收到
黄岩农商银行10万元授信额度，这
让他家的溪鱼养殖有了资金支持。

谢仙洋一直以务农为生，年收入
仅有3万元左右。今年，他建鱼塘发展
溪鱼养殖，但土地承包费、鱼塘设施等
各种支出，让他力不从心。为此，他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黄岩农商银行。

黄岩农商银行客户经理上门摸
排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后，对其实
行“能免则免、能低则低”的优惠定

价原则。仅3天时间，谢仙洋就获得
了首笔“帮富贷”授信10万元，并给
予了免息优惠，三年能节省 2万多
元的利息支出。

实施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农
民生活富裕是根本。围绕这一中心，台
州农商银行系统在普惠金融产品领域
创新贷款、优化服务、简化流程，全力
做好农民身边的金融贴心人。该行完
善农村信用评价体系，同时全力服务
农村薄弱群体和关键群体，发放扶贫
小额信用贷款、妇女创业贴息贷款等，
为农民创富有效提供金融支持。

2021年，李建花在天台县街头
山头下村开办清合农场，开创认养
共享农场模式。创业之初，李建花每
年都要找天台农商银行贷款，累计贷
款100多万元。前不久，由于线上认
养火爆，李建花准备扩大经营规模，
可200万元的建设资金让她犯了难。

了解情况后，天台农商银行客
户经理为她提供了200万元的妇女
创业通低息贷款。如今，李建花的线
上养殖生意越做越好，除土鸡外，还
引入了鸭、鹅、天凤山野猪等品种，
线上客户已突破3000余户，年销售
额70万元左右。

人勤春来早，眼下正是农业春季
生产管理和育苗备耕的时节。“多亏了
椒江农商银行的‘新农贷’贷款产品，
有了这100万元资金，能在春耕时节
大干一场了。”椒江阿花嫂家庭农场有
限公司负责人潘德清在自家的大棚
前，盘算着新到账的资金分配计划。

近年来，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农业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
主体，逐步成长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力
量。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化
解农业发展“担保难”“融资难”问题，
椒江农商银行不断创新和优化担保
方式，加强与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等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合作，
推出“新农贷”贷款产品，有效满足新
型农业主体贷款资金需求。截至2022
年末，椒江农商银行已为117户农业
经营主体提供6893万元贷款。

提升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扶持产业增富扶持产业增富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杨梅是仙居的特色农产品，如何让
它转化成致富、共富的最大源泉？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将“数字化改
革”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积极
对接政府助农平台“亲农在线”，创

新推出收杨梅贷、信农贷、民宿贷
等产品。近两年，仙居农商银行已
累计向梅农、专业合作社、经销商

天台农商银行助农直播。

温岭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向松门水产品市场商户介绍金融产品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