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科技”助力橘树“快乐生长”

从唐代的皇室贡品，到宋代的“天下果实第一”，
再到现代的“中国蜜橘之乡”，黄岩蜜橘种植历史长达
1700多年，目前较为出名的主要品种为乳橘、早橘、本
地早等。近60年来，台州黄岩为全国贡献了海涂种橘
技术、柑橘高接换种技术、柑橘黑点病综合防治技术
等数十项科技成果。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田
生科，在黄岩区宁溪镇岭根村创建了200余亩黄岩（宁
溪）新乡贤绿色发展的现代化种植基地。

田生科专注柑橘浅加温技术课题，围绕柑橘等区
域特色高经济价值作物，探索“省力化、精品化、绿色
化”农行种植新模式，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搭建智慧物
联网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完成“田里—实验室—田里”
的研究闭环。但随着基地建设推进，需要资金购买科
研设备。

得知情况后，农行台州黄岩支行主动上门，为其创
办的台州田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放贷款200万元，引
入信保基金担保，免去贷款抵押，同时为他个人提供较
低利率的50万元农户贷款。基地因此得以顺利引进温
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传感器等专业仪器。

如今，在“未来果园”里，满是摄像头、土壤温度湿
度传感器、光照强度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等专业
仪器。田生科研究员团队成员陈九州介绍，即便果园
管理人员不在，依旧能通过手机知道果园里的情况，
让每棵橘树都能做到“快乐生长”。

田生科的精品柑橘科创基地落地后，直接带动50
余名低收入村民增收，岭根村集体收入提升至 31.86
万元；待基地产品投入市场以后，村集体还将额外享
受 5%的销售收入。此外，田生科还牵头成立宁溪镇
精品柑橘科创协会，带动当地柑橘种植向高品质转
型。目前，基地所在乡镇新增高品质柑橘种植面积
2300余亩，新增就业岗位650余个。

“绿链贷”支持“美丽乡村”建设

“没想到绿化造林，参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也能
获取贷款授信！有了资金支持，员工工资、设备和原
料购买、林业管护等费用都不愁了。”温岭市五龙山果
木种植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云军高兴地说。

原来，温岭农商银行联合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创新推出“绿链贷”，作为该金融产品的受益者，林
云军现场获得了300万元贷款授信。

聚焦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绿链贷”投向绿色产业
链相关企业，覆盖农业、能源、资源、交通等领域，以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绿化造林、森林防火等服务企业为
首批客户，量身定制专属授信产品。

“我们从事水果种植、松材线虫病防治、枯死松树
清理等工作已有20多年。这个工作有一定的特殊性，
资金压力挺大的。‘绿链贷’可以用应收账款质押，解
决了很多麻烦，让我们可以轻松上阵，全力投入到之
后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中。”林云军说。

据悉，温岭农商银行一直在积极探索普惠金融在
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方面的场景创新，推
出“绿色”系列贷款，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特许经营
收费权质押贷款，探索开展用能权、用水权、碳汇质押
等担保方式创新贷款，重点推动小微绿色供应链、小
微园区绿色化改造。截至今年二季度末，该行绿色贷
款余额30.3亿余元，比年初增加8.7亿余元，成为绿色
金融路上的“先锋”力量。

普惠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

当下，全国正在大力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各行各业都抢抓风口，为发展提速
添“装备”。金融机构更是积极响应，不断优化金融产
品和服务模式，为设备更新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培育
新质生产力。

走进台州天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机器轰轰作
响、齿轮飞转，各类零部件和装备整齐排列等待组
装。“我们正要购入一套机械配件，资金压力很大，没
想到民泰银行 2个工作日就能发放贷款，让我们的生
产进度条拉满！”公司负责人樊峰说。

台州天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数控机床的厂家，多年来，在消化吸收国外数控机床
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自主开发普及型和全功能型数控
车床，产品广泛适用于气动工具、电动工具、电器等高
精度复杂零件的加工制造。

近年来，该公司以科技创新带动订单快速增加，
从“制造”逐步迈向“智造”，但也面临着客户回款不及
时与扩大生产保障供应需垫资、备货资金需求大的双
重困境。了解到企业需求后，民泰银行岙环支行客户
经理经过实地调查，根据企业经营特点发放 100万元
优惠利率贷款，为小微企业下一步做好生产提供了强
有力的“定心丸”。

截至 8月末，民泰银行台州分行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276.6亿元，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1.07个百分点，
为3万余家企业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打造老年金融服务新模式

“孩子平时在杭州工作，现在学会用手机直接挂
号、充话费，太方便了！”连着在泰隆银行黄岩支行上了
几堂“手机课”，黄岩区的朱秀忠大爷连连点赞。

帮助“银发一族”跨越数字鸿沟，适应数字化时
代支付模式，成为近年来泰隆银行黄岩支行提升老
年人金融服务体验的关键点。据了解，该支行围绕

“老有所学、老有所护、老有所暖、老有所乐、老有所
游”五大主题，从硬件改造、服务提升、跨界合作等方
面着手，探索出一条特色适老化金融服务模式，将厅
堂打造成涵盖社交、医疗、学习、公益等多场景的老
年社区中心。

为打造“家门口老年大学”，该支行在厅堂开设“手
机课”，帮助老年群体快速融入数字生活，还与老年大学、
周边社区合作，开设葫芦丝、气功、手机摄影等课程。

为打造智慧健康服务区“泰康堂”，该支行将厅堂
固定区域布置康养专区，放置艾灸凳、血压仪等器具，

供老年人免费试用。在添置设备、加强健康宣传的基
础上，还积极对接医疗机构、药店，重点打造“周五健
康日”活动，开展专家现场义诊、日常用药专业指导讲
座等老人喜闻乐见的活动。

目前，泰隆银行黄岩支行已与台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建标中医、济世大药房等多家机构达成跨界合作。

“智慧食堂”享支付结算便利

建行临海支行机构客户负责人李春潮在日常走
访中了解到临海市大田初级中学食堂食堂系统模式
单一，采用一人一卡的传统方式，仅支持线下刷卡和
线下人工充值。充值的现金需要每日安排工作人员
到银行缴存，到了月末又得人工逐个统计金额，数据
整理起来费时费力。另外，教职工一旦忘记带卡，就
餐也会遇到麻烦。

怎么让教职工在食堂就餐更方便，还能为校方财
务人员实现“减负”？结合该中学食堂运行中的难点
痛点，建行临海支行“建行生活”团队多次上门沟通，
结合实际情况推荐了“建行生活”智慧食堂平台。双
方一拍即合，立即着手对食堂系统进行升级。

上门收集员工信息、机具采购、参数配置、经办人
培训……仅用 5个工作日，临海区第一个“建行生活”
智慧食堂项目就在临海市大田初级中学上线。

该中学食堂采用“建行生活”标准版智慧食堂，实
现员工刷卡、刷码就餐，就餐费用分为“餐补+自费”，
餐补资金每月由财务在后台拉取数据后从基本户划
转到食堂账户，自费部分支持员工线上充值，进行扣
划。该项目的投放实现了平台管理一体化、餐补对账
精细化，充值便利高效化。

目前，建行临海支行已经为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临海市培文中学、临海市灵江中学等提供“建行生活”
智慧食堂，覆盖师生人数达6000多人。

A6科技金融时报 2024年10月18日 【金融】
责任编辑：赵琦 版式设计：郑娜莉 电话：0571-87799117 E-mail:591186218@qq.comcom

社址：杭州市文一路115号 广告热线：0571-86803398 发行热线：0571-87799282 广告经营许可证：浙工商广字01002号 本报职业道德举报电话：0571－87089618 本报法律顾问：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陈佳律师

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
从党纪学习中汲取力量

党建引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
坚强领导是保障金融事业的“根”与“魂”，亦是建行舟
山分行稳健发展的根本保证和最重要的成功经验。
该行始终坚持做实“学、研、践”，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读书班等为阵地，自上而下带领全行干部员工原
原本本、逐章逐条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论述，
持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

建行舟山分行始终恪守市场规则和职业操守，聚
焦助力现代海洋城市建设“985”行动，持续加大信贷投
放。今年累计投放项目贷款48.3亿元，各项贷款较年
初新增23.76亿元。精准滴灌重点领域，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分别较年初新增9.3亿元、
17.3亿元，为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爱征信、惠民生、助发展。今年 6月，建行舟山分
行立足“拓展宣传深度与广度，营造社会诚信环境”的
宣传目标，开展“6·14信用记录关爱日”宣传活动。该
行征信宣传小组通过走进校园、走进企业、走进社区，
大力宣传社会征信体系的重要性，进一步拓宽征信知
识宣传的深度和广度，提高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和维
权意识，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
践行善举弘金融正能量

集中学习张富清同志事迹。今年 5月 24日是建
设银行第五个“学习张富清日”。舟山分行各级党组

织以多种形式开展“向张富清老英雄学习”主题党日
活动，激励全分行党员干部员工见贤思齐、担当作为，
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承担社会责任，践行慈善公益。今年 8月，建行
舟山分行联合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劳动者
港湾+骑手暖心驿站”启动发布仪式暨高温送清凉主
题公益活动。此次活动汇聚了银行业协会等有关领
导、户外劳动者群体，现场启动高温送清凉慰问活
动，传递舟山城市温暖。电动自动车安全使用及反
电诈金融安全知识微课堂同期开展，保障户外劳动
者平安出行，守住大家“钱袋子”。现场活动结束后，
户外劳动者一行到该行营业部营业室“劳动者港湾+
骑手暖心驿站”参观体验；高温慰问志愿服务队分别
到户外昌国驿站和中通快递驿站开展送清凉活动，
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享受有温度的惠民服务。此次
高温送清凉公益活动覆盖建行舟山分行全辖网点，
持续一周，免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矿泉水，关心和服
务户外劳动者。

此前 3月 1日，建行舟山分行组织青年志愿者携
手国能浙江舟山电厂在第 61个全国学雷锋纪念日到
来之际，赴舟山小干岛开展“守护蔚蓝‘海’好有你”净
滩志愿服务活动；8月 27日，该行青年志愿者们赴普
陀馨悦残疾人之家开展“遇‘建’阳光 爱心启航”志愿
公益服务活动，为在场的残障朋友们分发毛巾、水杯
等精心准备的慰问品礼袋，帮助他们体验制作手工艺
品，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温馨难忘的下午。

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今年3月，建行舟山分行联合市工商联举行了“聚

集中小微 商建共助企”活动，通过将专业资源、专业力
量、专业服务送进企业，推动金融政策直达、金融服务
直达，助力舟山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通
过金融指导员的牵线搭桥，该行累计为34户中小微民
营企业提供 5.7亿元信贷支持，持续推动全市中小微
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土豆丰收季，“舟农先锋”助农直播走进六横五星
村，为当地农户“吆喝”特色农产品。在建行舟山分行

“裕农通好货”平台的助力下，价廉物美的小土豆一上
线，就得到网友的热情抢购。通过这种以购代捐、以
买代帮的助农助渔新模式，建行舟山分行将蚂蚁岛虾
皮、大猫山土豆等多种渔农产品搬上“裕农通好货”线
上平台，扩大了舟山本地特产的知名度，有效解决了
渔农户的销售难题，促进渔农户增产增收，真正从源
头销路上实现海岛渔农户共富。

除了线上销售渠道的拓展，建行舟山分行还特别
关注渔农特色产品的品牌建设，创新采取“乡村振兴+
建行生活”等模式，提升舟山特色渔农产品的品牌影
响力。

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
践行新金融发展理念

赋能智慧食堂便捷服务。“自从有了建设银行‘智
慧食堂’，现在吃饭排队的时间大大减少。凭一张二
维码就能支付，手机支持在线充值，安全又方便。”岱
山某海岛企业员工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因鱼山岛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岛上企业食堂常常
面临着诸多不便。建行岱山支行洞察到了传统食堂管
理模式的局限，引入了智慧食堂创新工具，为海岛企业
带来了全新的食堂管理体验。通过高效的线上支付功

能，让员工可以随时随地完成饭卡充值，彻底告别了传
统的线下排队充值方式，实现了无卡化的便捷支付方
式。同时，还能够大幅度减少食堂的人工成本，减轻企
业的财务负担，并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帮助企业优化
餐饮资源分配，减少浪费，提升服务质量。

截至目前，建行舟山分行智慧食堂累计已启用园
区 15个，覆盖园区用户 5166人，月均日活 3620户，月
交易笔数达3.47万笔，月订单交易额已达80余万元。

亮出智慧旅游建行品牌。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是
全国首批 5A级景区，每年游客众多。早些年屡有游
客反映，前往普陀山游玩有些麻烦，船票、门票、索道
票等各种票务都有各自的购买渠道，这对于初来乍到
的游客来说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现在不同了，只要
一个二维码，游客就可以吃喝玩乐畅行无阻。而这样
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体验，正是建行舟山分行在数字
金融创新应用领域的久久为功。

建行舟山分行主动对接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充
分发挥银行在数字金融领域的优势，与政府携手整合
普陀山景区的旅游资源，联合普陀山大数据发展有限
公司，成功打造了集吃住行、游乐购为一体的线上服
务平台“普陀山一码通”。今年以来，平台已经服务游
客 700多万人次，交易 139万笔，交易金额近 4亿元。
目前，双方正通过深度合作，规划建设“普陀山-朱家
尖游客流量生态场景”平台，进一步优化完善门票预
订、导游预约、智慧停车、景区消费等游客出行体验，
完善场景生态建设，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

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
营造风清气正金融生态

建行舟山分行始终坚持廉洁文化建设同合规文化
建设、风险文化建设协同推进，与经营管理活动深度融
合，围绕“常态”和“长效”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走
深走实。该行坚持以建设清廉金融文化阵地为重要抓
手，在办公大楼打造“善建行廉”清廉文化长廊，开辟清
廉书画作品、名言典故等廉洁宣教专栏，进一步加强廉
洁文化阵地建设，营造崇廉尚廉守廉氛围。

今年 6月，建行舟山分行组织开展“以学正风 以
廉正心”2024年度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宣传月活动，通
过开展清廉书籍分享、清廉文化研学、典型案例学习
等多种活动形式，引导全分行党员干部群众树立廉洁
自律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此外，建行舟山分行还持续强化警示教育，定期
召开分行警示教育大会，开展“纪检组长上讲堂”暨普
纪教育活动，组织全行员工观看专题警示教育片，教
育引导全体干部员工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开展“零
距离”警示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赴舟山市警示教
育基地普陀区看守所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分行关键岗
位领导干部参加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法院庭审活动，通
过多样化的警示教育活动，引导干部员工筑牢拒腐防
变思想防线。

农行台州黄岩支行走访精品柑橘实验基地，调研健康土壤培育和生态化种植
系统。

温岭农商银行走访温岭市红日农业专业合作社，了解企业绿色生产情况。杨
旭晨 摄

建设银行舟山分行积极践行“五要五不”

培育和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

局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围绕浙江发展大局着力优
化金融供给，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统筹
做好“五篇大文章”和三篇浙江特色文章，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产品设计、创新服务方式，积极
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作用。

本报记者 施洋洋
通讯员 朱亚茜 杨奕琪 杨旭晨

陈青青 潘夏玲 陈豪杰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首
次提出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命题，这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
之路树立了文化旗帜，为新时期金融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
指南。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
萌发地。在浙江金融监管局的推动指导下，辖内银行业保
险业正积极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助推金融高质
量发展。

今年也正值中国建设银行成立70周年。迈入新时期、
新阶段，建设银行舟山分行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
的理念，全面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聚焦金融工作
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稳中求进和一张蓝图绘到底，将

“五要五不”要求深度嵌入经营管理、业务流程和制度机制
中，主动融入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浓厚氛围，
积极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

通讯员 唐韵旻 本报记者 赵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