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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是城市的后花园，城市是农村的 CBD！”说
起浙江，人们常这样形容。

的确，在这块土地上，城乡真正实现了“无缝对
接”！旅游部门近年多次在全国调查：乡村旅游首选
哪里？浙江得票数总是名列前茅。浙江乡村全域被
誉为美丽的大花园。

“浙江省15年间，扎实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取得了显著成效。”习近
平总书记近日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推广浙江好经
验，建设好生态家居的美丽好乡村。

“农行浙江省分行呼应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思路，
主动作为，业绩突出。”历任浙江省委、省政府相关领
导多次作出批示肯定，始终激励着浙江农行人更好地
紧跟浙江经济发展步伐，全面服务浙江经济社会发
展。

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好生活，“三美融
合”给浙江带来的全新气象，农行功不可没。农行浙
江省分行已连续多年被浙江省政府评为金融机构支
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一等奖。

创新融资方式 造就美丽生态
几年前，嘉善县干窑镇新泾港还是散养生猪、河

水又黑又臭的一派乱象。如今，生猪养殖“退养清
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达到全覆盖……当地村民感
慨：“以前因为环境差搬走，看到整治后这么漂亮，后
悔了，又想搬回来。”

受制于信贷政策，农村污水治理的融资难题长期
困扰各方。农行创新信贷产品，在嘉善陆续投放农村
水环境综合治理贷款8亿元后，“治水”畅想曲顺利奏
响。金融助力“水净、人文、村美、民富”新农村建设，
农行走在了前头。

同样的一幕也在温州发生。厚垟村位于平阳鳌
江镇东塘河边，四面环水，是一个千年古村落。穿过
刻有“梦想小邨”的入村石牌，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宽
敞整洁的道路、一排排水墨风格的建筑、一段段碧波
荡漾的河道。

“云起龙骧，水墨厚垟”。高楼大厦和水乡风光的
交错，让人们感到惊讶，而对于村民来说，农村污水治
理是这个美丽村庄破茧重生的关键所在。

作为污水治理示范点，厚垟村率先引入纳米暴气
净水设备，是农行平阳县支行的 3700 万元专项贷款，
帮助村里顺利实现污水治理，也建起了整洁美丽的基
础设施。

村庄整治不是一拆了之。对于有价值的古村落、
古民居和山水风光进行保护、整治和科学合理地开发
利用，使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达到完美结合。

由于破损严重，有“民间故宫”美誉的东阳卢宅，
曾被列入世界百大濒临危险的文化遗址名录。东阳
市政府2012年9月启动“卢宅保护利用工程”，农行东
阳支行主动参与，合计投放 3000 万元贷款，有力推进
了卢宅保护项目运作。如今的卢宅，古建筑斑驳、老
街道整洁，历史感十足。

近年来，农行浙江省分行推出“治水贷”及项目贷
款，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水污染治理、基础设施配套
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到今年3月末，浙江省分行仅
用于治水的贷款余额就达360亿元。

助力经济转型 托起美丽经济
莪山畲族乡是杭州地区唯一少数民族乡，其中戴

家山村平均海拔在500米，最偏远，也最贫困。戴家山

村曾三次向农行借钱发展乡村旅游。
“第一次借钱是因为客商想租赁古村中的16座畲

族古宅改民宿，但资金缺口很大。”犯了难的村两委求
助农行，顺利获得了租赁流转房屋的启动资金。“第二
次借钱是因为村里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跟不上，第三
次借钱是因为引进全球最美书店，如今戴家山民宿旅
游产业红红火火，多亏农行。”一位村委干部由衷地感
叹。

如今的戴家山村，坐落着多家精品民宿，慢生活
味道十足，成为了“网红明星村”，乡村旅游带富了一
方人。

15 年过去了，从最初的人均年收入只有 78 元发
展为人均收入超12万元，东阳花园村成了名副其实的
小康村。村子的创收致富路，缘起于农行。

1995 年，农行放贷 9000 万元支持花园村旧村改
造，帮助花园村从一个穷山村蜕变为占地 5平方公里
的富裕新农村。2008 年，试点小额贷款工作，帮助花
园村经营市场壮大。2015年，为花园村红木家具产业
和草席制造经营户发放贷款1亿余元。2017年，与花
园村、花园集团签订 80亿元战略合作协议，全力支持
当地美丽乡村建设。

有了农行作后盾，花园村的发展变得愈来愈“美
丽”。现如今，不仅村子富裕，田园、民居、景观、湖泊更
是错落有致，处处洋溢着村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笑容。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是实施
“千万工程”的要义之一。农行浙江省分行以美丽乡
村贷等产品扶持农村特色产业壮大发展，改变农业

“弱质”现状，帮助农村经济美丽转身。到今年3月末，
浙江省分行共发放美丽乡村贷400多亿元。

有了金融活水的灌溉，全省上下把建设美丽乡村
与经营美丽乡村统一起来，着力培育农村新型业态，
使众多村庄成为绿色生态富民家园，乡村旅游、养生
养老、运动健康、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各类产业在乡
村不断涌现，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美丽经济风生
水起。浙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33年居全国各
省区首位，2017年，农家乐接待游客3.4亿人次。

金融数据跑腿 拥抱美好生活
乡村美好生活，离不开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均

等的公共服务，金融服务不可或缺。
因为乡里没有银行网点，从前，家住景宁畲族自

治县澄照乡的村民刘老汉为了取一笔钱，要从村里坐
车到县城，回来得大半天，还要花十多元的路费。
2010年，自从农行有了“背包银行”，刘老汉足不出村，
就可以在家办理存款、取款、转账等金融服务了。“让
农民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如今，村里上门的金融服务越来越多，因为“小背包”
里也能装下“大银行”。据了解，农行浙江省分行首创

“金益农”移动服务包，每套由3个小小的专用服务包
组成，配备了电脑服务主机、显示器，带刷卡器和二代
身份证鉴别仪的密码键盘、打印机和复印机等设备，
加上 4G 无线加密技术，员工提着，随时进村入户，好
比一家“移动的银行”。

无独有偶，开在村里的“银行”也正变得越来越
多。

“现在，村里刷卡消费很方便。”衢州农村的一家
便利店里，小方拿着刚买的礼品说道。在便利店的墙
面上，一张巨大的“金穗‘惠农通’工程服务提示”牌格
外醒目，如何用银行卡在惠农通机具上结算购物、查
询余额、缴纳电费、小额转账甚至理财贷款等，提示牌
上都列得一清二楚。

据了解，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农
行浙江省分行大规模实施“惠农通”工程，在全省农村
铺设了 15900 多台惠农通机具，打造了一条连通城乡
的金融信息高速公路，把“银行”开到了村门口，实现
了惠农服务“村村通”。

针对农民融资难、慢、贵，农行浙江省分行在农村
探索推广“惠农 e 贷”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
以信用数据库解决农民融资难题，极大地改善了农村
金融环境。

如今，农民手头临时急了，在田间地头掏出手机
办贷款，最多五分钟即可到账，利率有优惠，额度还不

低；上有供应商，下有批发商，下单、对账、支付，通过
手机全搞定，活脱脱的“商业管家”……一位农民总结
说：“如今这手机，真是离不开，已经成了咱的生产资
料。”

让金融多跑腿，农民少跑腿甚至不跑腿，是浙江
农民美好生活中被赋予的新内容。农行浙江省分行
主动聚焦农民融资难等金融症结，创新探索农村金融
互联网科技，让农民更好地享受到了美丽乡村应有的
金融服务和美好生活。到目前为止，已投放“惠农 e
贷”128亿元，惠及农户7.67万户。

通讯员 王锡洪本报记者 赵琦

经过环境政治及产业发展后的花园村

挂职干部范学森（左一）带领王江泾镇企业服务中心的干部，在一家纺织企业搬迁工地，协调水务、电力、环
保等相关部门，尽早通水、通电、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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