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住乡村产业基础路径
“金融支持强村共富联合体”支持产业振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绍
兴监管分局针对乡村产业发展的特点、难点，坚持产业视角，在充分调研
基础上，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建立“金融支持强村共富联合体”服务模式
的实施意见》。

绍兴率全省之先成立由银行、保险、融资担保公司、期货公司、邮政公
司、相关产业协会等 30家单位组成的“金融支持强村富民产业联盟”，引
入 19家省级及以上银行、保险机构资源，政府推动、联盟组织，针对全市
农业特色产业、“共富工坊”，由金融机构和相关市场主体组建“联合体”，

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通过“一联合体一方案”向优势特色主导产业注
入资金、保险、技术、渠道和服务。目前，已形成各具特色的“联合体”项目
57个，打造6个清廉金融促共富示范基地，支持全市农业产业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帮助引入院校专家团队制定标准提升
产品附加值、推出高粱等特色农产品保险、拓宽销售渠道等产业配套服
务，受到农民欢迎。

抓住致富带头人牵引示范路径
“乡村产业致富带头人+”激发发展活力

聚焦致富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绍兴监管分局联合绍兴市委组织
部、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印发《关于建立“乡村产业致富带头人+”金融服
务模式的实施意见》，建立致富带头人甄别、培育、引进“三项机制”，推动
金融机构跳出“个体”看“整体”，充分摸排致富带头人辐射带动的上下游
产业链上各类经营主体，探索建立“乡村产业致富带头人+公司+农户+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现代产业链”的整体链网式金融服务模式。

目前，已向纳入清单管理的 282名致富带头人及其辐射主体发放贷
款16.23亿元，带动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18.9亿元。绍兴推出特色
批量担保、信用贷款支持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户，为农创客发展联合
会及其成员提供整体授信支持“新农人”，开展农业技术研发、应用，聘请
优秀村干部等乡村管理型带头人作为顾问深化合作。

抓住广大农民创业致富路径
“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式”提升服务能力

针对农民资产盘活难题，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浙江监管局在全辖
推广“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式”，指导银行机构多渠道采集农户信
息，编制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基于农户家庭净资产，统筹考量家庭年收
入、人品、村两委公议授信等情况，为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绍兴监管
分局以辖内主要涉农银行机构为重点，落地推广“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
资模式”。目前，绍兴辖内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占农户小额贷款比例达
70.41%，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建档覆盖面达53%。

同时，绍兴监管分局主动服务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
村资源要素活力，抓住绍兴被列入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整市试点契
机，赋予宅基地金融价值，发放全国首笔宅基地改革“权票”质押贷款。推

动银保合作，推广生物活体、农险保单质押贷款，全省率先落地“生猪保单
信用贷款”，试点开展生猪活体、规模猪场整体抵押贷款。

抓住薄弱村短板弱项路径
“一镇一行”结对帮促加快“消薄”增收

绍兴监管分局着眼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消薄增收，会同市
金融办、市农业农村局，推动建立“一镇一行”结对机制，确定全市20家主
牵头银行机构结对帮促 83个乡镇（街道）市定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 675
个，以“一村一策”帮促，对接薄弱村建设项目，扶持行业协会、专业合作
社，加强金融文旅合作，累计发放贷款127.68亿元。

此外，积极探索“金融+慈善”模式，如新昌农商银行设立1.5亿元“农
商共富”慈善冠名基金，每年捐赠近 500万元用于“一镇一行”等帮扶，该
行2家股东企业也捐赠冠名基金3500万元。

抓住“融资+融智”路径
“三项制度”嫁接金融支持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绍兴市驻村指导员、“民情日记”、社
区党建“契约化”共建等三项制度是绍兴基层治理工作的三张“金名片”。
绍兴监管分局引导辖内机构将三项制度“嫁接”到金融服务中，形成关注
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良好氛围。

以服务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为主要任务，绍兴监管分局推动全市主
要涉农银行机构选派1841名驻村金融指导员（专员）、普惠金融顾问到乡
镇（街道）、村挂职，其中联动当地组织部任命选派181名，实现驻镇街、驻
村全覆盖。推动金融机构各党支部与行政村党组织建立契约化党建联
盟，开展党员联学、活动联办、服务联抓、阵地联建，涌现支部书记“领办项
目”、支部委员“攻关项目”、每名党员“实事项目”等特色做法。

监管部门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引导绍兴银行业保险业积极投身乡村
振兴集成改革，因地制宜倾斜信贷和保险资源，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
共富、城乡和美的时代画卷正徐徐展开。9月末，绍兴全市涉农贷款增速
提升至 17.87%，占全部贷款比例 37.5%；全市农险保费收入、风险保障金
额同比增长 21.56%、12.91%，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注入了“源头活水”。

湖州，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诞生地和中国美丽乡村的发源地，始终走在绿色
发展的前列。建设银行湖州分行抓住时代赋予
的机遇，以“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为实践
主题，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州监管
分局的指导下，全力推动绿色金融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深入打造“三色”
党建品牌的创建，以“红色”党建引
领、“绿色”转型发展、“蓝色”建行蓝
推进业务发展增辉添彩，引领全行高质量
发展。该行聚焦“三项任务”，增强“三
个能力”，并深入推进“三大战略”，在挑
战中寻找机遇，在创新中寻求发展，致力
于打造绿色发展的先行示范和新时代的建设
典范。

在基层党建工作上，建行湖州分行坚持以实
干争先的态度，积极构建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的深度
融合，打造党建品牌示范区，探索“党建+”模式，全面推
进党员在本职工作中立新功的实践活动，确保了党建工作与业务
发展同频共振。

该行还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积极对接乡村政府、农业农
村局，梳理目标项目及客户清单，加大乡村风貌提升建设工程、
未来乡村建设等项目营销和信贷投入。通过不断探索“新金融”
服务，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与“国有大行服务重心下沉”相结
合，推进推广乡村振兴“整村合作”；通过深化产品创新与应
用，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及支行，协调推进“商户云贷”“美丽乡

居贷”等涉农产品的应用；通过拓
展场景金融和线上信贷业务，以

“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推广
“担保”“信用”“抵押”“产业链”
等不同模式的农户版产品，进一步
提高农广授信户总量。

在推动湖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道路上，建行湖州分行不断发挥
其“建行蓝”品牌力量，通过优化
贷款利率、灵活抵押方式、简化评
估流程以及提供快捷的审批“绿色
通道”，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全面的
金融服务和便利条件。

紧贴企业发展脉动，建行湖州
分行建立了跨部门协同机制，全面
走访企业，深入了解并解决企业
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为企
业 量 身 定 制 贴 心 的 金 融 解 决 方
案。通过这种“企业体检”式的
服 务 ， 该 行 成 功 强 化 了 金 融 供
给 ， 不 仅 优 化 了 金 融 服 务 体 系 ，
还创新性地开展了普惠金融信贷
业务。此外，该行还推出了“绿
色转椅贷”“绿色童装贷”“绿色

航运贷”等一系列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的创新金融产品，有效促进了环保

产业的发展和转型。
坚持以服务百姓为核心，

建行湖州分行着力恢复和扩大消
费，不断改善消费条件并创新消
费场景。特别是通过“建行生
活”平台，该行将金融服务与
日常消费紧密结合，为消费者
带来便利和优惠。近期，“建行
生活”通过一系列精彩活动，如
超值粮油购买和洗涤用品促销，
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建行

生活”平台的开放共享模式，为商家
提供了快速入驻的通道，并通过线上推

广增加了商家的曝光度，实现了品牌宣
传和流量转化。同时，该平台支持用户使用

金融积分抵扣现金，并为商户提供零佣金的优惠
政策，鼓励商户自主经营，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为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建行湖州分行还创新推出了“浙
里烟火气，建礼来消费”品牌项目，旨在将金融价值转化为消费
权益，以此回馈合作伙伴的员工，共同提升居民消费信心，释放
消费潜力，继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发展。该行将继续秉承“以客户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推动更多创新金融服务的实施，努力成为
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坚强后盾。

通讯员 陈颖 胡涛 莫珺惠 本报记者 蔡家豪

“水桥门径垂杨柳、老圃家风蔬菜香”，水乡古镇练市，
风景幽美，小桥流水，有鱼虾、有稻米、有桑蚕、有湖羊，
也有新晋的“致富果”——“红美人”。

走进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西堡村“红美人”柑橘基地，
目之所及都是温室大棚，宽敞明亮的大棚里一棵棵果树连着

“威亚”，碧油油的“红美人”缀满枝头。眼下正值“红美
人”生长关键期，别看这果树才一人高，但每棵果树上的挂
果成熟后有十几斤到几十斤重。

西堡村村民李师傅和同村伙伴们早早地吃过晚饭后，便
开始了今天的工作。“现在天气热我们就晚点过来，这个活不
能落下的。”李师傅每天都会来到家门口的“红美人”柑橘基
地，给园区里的果树修剪枝头。李师傅受雇于当地强村公司4
年多了，这4年多来每天都来修剪果树、清理杂草、接待采摘
游客，简单而又踏实。

据悉，像李师傅这样的村民不在少数，西堡村联合周边
23个集体经济薄弱村成立强村公司，租赁农场土地362亩，实
现村均分红不少于 20万元，帮助当地农户就业。农户收入提
高了，幸福感增强了，“红美人”成为当地“致富果”。在此
背后，因农业项目通常融资周期长回报慢的特性，建行湖州
南浔支行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做企业发展路上的助力者。今
年“七一”，南浔支行与该公司在“红美人”柑橘基地开展

“学思践悟·二十大 党建引领促振兴 强村富民续新篇”党建
活动，现场签约党建共建协议和战略协议，聚焦乡村振兴，
共同探讨如何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广
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双方紧密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扛
起共同富裕的“金融担当”。

在南浔，像这样的强村公司还有很多，南浔强村富民发展
集团发挥自身财力、人才专业和市场经营等方面优势，正逐步完
成入股区内所有强村公司，带动企业快速发展。今年以来，支行
已陆续为该公司绿色住房租赁、长三角中央厨房等项目提供金融
支持，以金融服务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邱云霞 莫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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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湖州分行“三色”党建引领全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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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平安产险绍兴中心支公司在绍兴“江南民族第一村”外婆坑村启动金
融点亮乡村公益计划。

农业银行上虞支行走访猕猴桃种植户，了解金融需求。

诸暨农商银行“一专员一工坊”服务机制共派出220名共富专员，累
计走访工坊114家，打开“政府+银行+村集体+农户”共富新局面。

赋能新时代“千万工程”

乡村振兴新征程 绍兴金融“加速跑”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引领起步，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

化提升，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实施20周年之际，之江大地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美丽中国建
设的新征程上，勾勒出一幅幅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时代新画卷。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围绕新时代金融监管职责使
命和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引领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及服务模式，完
善服务渠道，创造了金融赋能新时代“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绍兴监管分局系统谋划金融服务路径，
以金融支持强村富民三年行动方案为统领，实施“金融支持强村共富
联合体”“乡村产业致富带头人+”“一镇一行”助推村集体消薄增收促
共富等金融服务模式，推广浙江监管局“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
式”，以协同、集成的金融政策赋能新时代“千万工程”。

省、市联动召开金融支持强村富民现场推进会，在绍兴市农村工
作会议上作经验介绍，“金融支持强村富民集成改革”相关做法被列
为全省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项目，纳入全市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首批试点，获评全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示
范区最佳实践。绍兴监管分局通过一系列举措，将“千万工程”科学
思想精神与方法切实转化为实践。

通讯员 甄长超 王豪盛 本报记者 赵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