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彭    云                                                         

浙江丽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也

是浙西南革命老区所在地。近年来，丽

水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结合区位优势，

坚持打造的“丽水山泉”高端饮用水、“丽

水山耕”品质农业、“丽水山居”田园民宿、

“丽水山景”乡村旅游等“山”字系品牌

享誉全国，走出了一条革命老区绿色发

展的共同富裕之路，拓宽了“两山”转化

通道。

丽水在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过程中，注重发挥农村金融作用，

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生态价

值贷、碳排放配额抵押贷款等创新产品

纷纷推出并落地，“两山”转化有了充足

的金融“活水”。

丽水绿色发展中注重发挥比较优

势、注重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相结合、注

重全链条设计、注重政策创新等做法，为

涉农金融机构做好农村绿色金融发展提

供了有益借鉴。

农金发展要走好“特色”路。丽水

作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试

点示范区，持续在生态价值实现上下功

夫，借力打力发展“山字头”产业。农金

机构发展绿色金融，既要考虑自身定位，

也要考虑做出特色。要积极研究构建农

村绿色金融发展政策制度体系，深入挖

掘自身比较优势，不一定走“大而全”的

绿色金融之路，也可以“小而美”。可探

索建立有特色的绿色支行、绿色网点、绿

色窗口，赋予绿色金融发展新载体。要

做到绿色金融和区域绿色发展相得益

彰，寻找金融空间。

农金发展要走好“创新”路。丽水

绿色发展，金融功不可没。在丽水，绿色

生态均可贷，持有生态产品产权证就可

获得融资；农村资产要素成资本，农村河

道使用经营权抵押贷款、排污权碳排放

权等绿色权利质押等创新产品效果明

显。农金机构要做好绿色金融服务，必

须抓金融创新，要围绕绿水青山的生态

系统挖掘自然资源产权的金融属性，更

多推出量身打造的茶商贷、菇贷通、民宿

贷、电商贷、小水电贷、光伏贷、风电贷、科

技贷等针对性产品，积极探索绿色项目

贷款、绿色PPP模式、绿色产业基金模式，

让每一类绿色经营主体都有产品和服务

模式可对应。

农金发展要走好“联动”路。丽水

绿色金融取得的显著成效，离不开政府

和金融机构的联合。以丽水生态贷为例，

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运营机制、

业务类型、审批权限等方面差异较大，丽

水市就由政府牵头，建立生态价值评价

标准，为金融支持绿色经济提供了指引。

由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特殊性，金融

属性的挖掘往往需要银政联动发力，农

村绿色金融的产业基金等模式需要银政

共建，绿色金融风险的管控需要政府支

持。农金机构要和当地政府紧密配合，

共同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产品体系、服务

模式体系、风险处置体系，确保农村绿色

金融能发展、可持续。

农金机构要将服务“绿水青山”、发

展绿色金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好

金融助力“点绿成金”的引擎，让绿水青

山的金融“底色”更亮、金山银山的金融

“成色”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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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引擎拓宽“两山”转化路

金融“活水”润茶香 

从搬迁到变迁   

■马巧丽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

代表、吴忠市红寺堡镇玉池村村民马

慧娟向外界讲述了全国最大的生态移

民集中安置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吴

忠市红寺堡区从搬迁到变迁的故事，

引发当地群众热议。

作为红寺堡第一批移民群众，今

年 69 岁的玉池村村民老赵至今不会

忘记最早的搬迁场景：没有房子，只能

住在“地窝子”里，一觉醒来嘴里全是

沙子，吃一口饭半口沙子嚼得咯吱咯

吱响……一旁的孙子哈哈地笑，那不

是《山海情》里才有的场景吗？老赵

连连摇头，比那还要苦、还要难。

老赵深切地记得，搬迁伊始，乡

亲们从政府的移民大巴车上下来时的

那种茫然和失落——举目望去，一片

不见人烟的沙窝地，天上无飞鸟，地上

风吹沙石跑，凛冽的黄沙吹得人们打

起退堂鼓。然而当大家看到政府兴建

的扬黄灌溉水利枢纽工程引来黄河水

后，希望又升腾而起，他们如同干渴的

种子沐浴着雨水一样，在这片干沙滩

上扎根、发芽、拔节……

20 多年中，除了奔涌而来的黄河

水，带给他们希望的还有农业银行的

金融“活水”。老赵说，当年的移民群

众日子苦、生活难，要想改变现状，非

常需要银行资金支持。

老赵走进了农业银行中宁支行

红寺堡营业所，时任网点客户经理的

徐建军被他的真诚打动。他随着老赵

去实地察看，为他办理了 2 万元小额

农户贷款。贷款让老赵如愿买到了几

头牛犊，也让勤苦踏实的搬迁群众看到

了希望。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在农行的

支持下种地、养牛、建养殖大棚，建葡萄

园和果园，家家都有了脱贫产业……

随着红寺堡的快速发展，一家农

行网点已经无法满足移民群众的金融

服务需求。2011 年 1 月 8 日，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正式

成立，从此农业银行以崭新的形象服

务这里的移民群众。截至 2021 年末，

红寺堡支行各项贷款余额16.3亿元，金

融服务遍及红寺堡5个乡镇、64个行政

村，覆盖移民群众20余万人。

奋斗在这片热土上，红寺堡的变化

翻天覆地。2021年，红寺堡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85.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1996元。红寺堡区也有了不少

响亮的新“名号”：全国食品安全示范

基地、中国富硒黄花菜明星产区等。弘

德村、永新村入选全国旅游重点村、2021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如今，颐养天年的老赵依然关心

着粮食和收成，他和开着拖拉机平整

田地的村民聊得火热。一名年轻的村

民大声说：“老叔啊，这 20 亩土地平整

完，我得抓紧翻修家里的牛棚了，20 万

贷款到账了。”老赵笑着打趣：“你小

子家里圈满牛羊，地里种满庄稼，砝码

（厉害）哩！”

年轻人口中的“贷款”正是农业

银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精准支持脱贫地区农

户发展生产、实现共同富裕，推出的

“富民贷”。目前，该行已发放“富民

贷”1600 余万元。

金沙江畔展画卷
农业银行云南会泽支行支持乡村振兴侧记

本报记者   梁志强 
□通讯员    李   琛

今年 3 月下旬，全国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暨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推进会在云南曲

靖召开。会泽县作为调研考察的典型

示范，受到广泛关注。作为金融服务“三

农”的国家队、主力军，农业银行云南分

行会泽支行用实干描绘了一幅金融助

力会泽县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金融覆盖产业链

4 月以来，金沙江河谷的万亩石榴

种植基地里红艳艳的花朵开始跃动，娜

姑坝子内一派美丽风光。

会泽县娜姑镇干海子村的石榴种

植户陈南云和工人在忙着疏枝、打药、

除草。“农行给我发放 30 万贷款，支持

我种植盐水软籽石榴，给了我极大的信

心。”陈南云笑容满面地介绍说，他的石

榴地已从 2020 年的 30 亩扩大到现在的

50 多亩。

陈南云所说的盐水石榴是娜姑镇

特色产业。2020 年以来，农行会泽支行

依托农户信息建档，组织客户经理深入

村组、农户家中和田间地头，问贷到户，

深入了解石榴种植大户和收购、运输、

保鲜等流通环节客户的资金需求，先后

发放农户贷款 4355 万元，精准支持石榴

产业发展。目前，娜姑镇石榴种植面积

达 5.5 万亩。2021 年，会泽支行通过“富

民贷”进一步支持会泽县特色林果、绿

色蔬菜等乡村特色富民产业发展。

作为会泽县中小企业孵化中心首

批入驻的物流企业之一，会泽中通快

递公司受益于农行发放的“工业用房

按揭贷款”，解决了城区租金高、运输

效率低等问题，压降了运营成本。2018

年至今，公司每年包裹件数保持了 40%

的增速，带动当地农户 80 多人就业。

目前，孵化中心已入驻多家小微企业。

会泽支行通过推广期限长、可分期还

款的贷款产品，支持了 15 户小微企业

纾困发展，累放贷款金额 3213 万元。

该行还依托农业银行“兴农商城”，助

推农产品销售。

会泽支行不断扩大支持领域，着力

实现产业链上各类经营主体金融服务

全覆盖。该行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发行

专项债券，助力会泽县农业产业示范园

区果蔬冷链物流项目投入运营。

安居乐业幸福多

 “这个片区居民大多是 2019 年 1

月开始入住，农行最早在此设立金融服

务站，方便周围村民小额取现、缴费和

查询等。”丁开文边熟练地操作着农行

POS 机结账，边介绍说。

丁开文在会泽县安置区经营着一

家超市，同时也是上述农行普惠金融服

务站的负责人。在全国最大的易地扶

贫搬迁新城——会泽新城，农行共设立

1 个自助银行、3 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充

分满足搬迁群众金融需求。

走在新城整洁的街道上，高楼林

立，花木毓秀，设施齐全，环境宜人。在

新城建设中，农行向建设项目总承包企

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2 亿元。

云南禾农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在会

泽县安置区设立了帮扶车间。在帮扶

车间工作的李金秀欣慰地说：“现在比

之前外出打工要好，老人小孩都能照顾

到。”据了解，帮扶车间共带动安置区群

众 60 余人就业，工资都是通过农行企业

网银代发，操作简单快捷。

不仅如此，农行还积极支持会泽县

2 个“医共体”建设，便利群众就医。 

政策措施稳步衔接、资金保障坚强

有力、产业帮扶成效显著、扶志扶智持

续推进……会泽县乡村振兴正当时。

 （一）
农金故事

热点透视

耕耘海岛农业兴
农业银行浙江舟山分行深耕海岛金融服务，着力满足广大渔、农村地区的差异化需求，助力打造乡村振兴海

岛样板。截至 3 月末，舟山分行涉农贷款余额 92.48 亿元，比年初增加 3.62 亿元；普惠金融领域贷款 33.25 亿元，
增量 3.88 亿元，贷款总量、增量居当地四行第一。 杨君平摄影报道

图绘三农

在家庭农场察看果树长势。了解合作社枇杷收获情况。

农行工作人员在六横海之蓝果品专业合作社茶叶种植基地了解生产情况。 走访火龙果种植基地。

编者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中之重，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补齐的
区域短板。今日起，本版推出“金融蓄力新动能 帮扶县里看振兴”专题报道，聚焦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支持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当地产业振兴发展方面的金融实践与成效。

■姚大顺    陈鸿宇                                                                       

眼下，正值新茶上市时节。在河

南省信阳市大大小小的茶山上，层层

叠叠的茶园中，熙熙攘攘的茶市里，无

不浸透着茶香。为留住这份翠盈的绿、

怡人的香，农业银行河南信阳分行聚

焦信阳毛尖茶核心产区名单制管理，

深耕毛尖茶产业链金融服务，为老区

绿色生态农业发展引入金融“活水”，

助信阳毛尖茶产业发展壮大。

信阳稳臻农茶林有限公司茶叶

生产基地云雾缭绕，数千亩茶树似一

片“绿海”，忙碌的茶农穿行其间。“服

务真是没说的！”在轻点农行掌银，实

现秒批秒贷后，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赞

叹道。

同样是支持茶企发展，在信阳新

县绿源茶叶精制厂，只见一座现代化

生产车间内窗明几净，数字化设备正

在智能化运行，自动摊晾、微波杀青、

数字控温，在这里毛尖茶产业实现从

“炒做”向“智做”转型。

据了解，信阳新县绿源茶叶精制

厂是一家从事精制珍眉茶的外向型民

营工业生产企业。近年来，农业银行

新县支行累计为信阳新县绿源茶叶精

制厂发放贷款 2800 万元，并在疫情期

间，为客户办理无还本续贷，做到“让

资金等开工”。在金融“活水”精准滴

灌下，该公司扩大生态茶园种植面积，

增设连体互通式现代化生产车间及高

标准防潮仓库，系列茶产品远销欧洲、

非洲等地区，并成长为河南省“农业

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

在信阳浉河区车云山村，置身于

山环水绕、青翠欲滴的茶园，沉醉于清

香扑鼻、甘洌怡人的茶香，让人忘记城

市喧嚣，归于田园宁静。无暇欣赏春

景，云山村宏济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潘家乐正为今年茶叶生产忙得不可

开交。  

“今年我们克服疫情影响，光春

茶这块，依然能保持 20 多万元的净利

润。”潘家乐说，在特殊时期，合作社

能实现保持增收创效，多亏了农行持

续贷款支持。如今，潘家乐的茶叶专

业合作社年利润达 40 万多元，带动

20 位农户致富。小茶叶已成为村民

眼中的“小金叶”。

支持诸如潘家乐的个体茶农，是

信阳分行扶优扶强涉茶个人经营主体

的缩影。今年春茶采摘关键期，信阳

光山县白雀镇茶农胡玉财一度为收购

茶芽所需资金不足犯愁。 

“今年 3 月份，在农行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我申请到一笔 100 万元贷款。

没想到手续简单，凭信用也能贷这么

多！”有了信贷支持，胡玉财干劲更足

了。胡玉财说的贷款是信阳分行创新

推出的、旨在服务毛尖茶经销的个人

经营者的“毛尖贷”。据了解，“毛尖贷”

具有线上申请、实时到账、循环使用等

特点，自今年 2 月份以来，信阳分行累

计投放“毛尖贷”2995 万元。

从支持茶企做大做强，到支持茶

农增收致富，近年来，信阳分行强化金

融创新，助力地方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生态富民优势。截至目前，该行茶产

业贷款余额 3.5 亿元，惠及茶叶生产

经营主体 2800 余户。

农行信阳分行工作人员走访茶农了解经营情况和信贷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