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动羽球
助力体育消费经济蓬勃发展

奥运热潮的带动下，全民运动热情持续释放，
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屡获奖牌，更是
带火了羽毛球相关装备。在奥运冠军黄雅琼的家乡
衢州，羽毛球制造产业在金融“活水”的灌溉下正
蓬勃发展。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浙江西南部的衢州江山市
便开始了羽毛球产业的发展历程。当时江山白鹅产
业蓬勃发展，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白鹅交易市场，
除了养殖交易，还充分利用颜色白净、纤维细嫩的
鹅毛制造羽毛球，羽毛球制造产业很快形成燎原之
势，如今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羽毛球生产基地，被誉
为“全国羽毛球之乡”。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与沉淀，
江山已构建起完备的羽毛球产业链，其羽毛球产量
在全国总产量中占比高达50%。

作为行业领军企业的江山市信达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历经二十多载深耕细作，已发展成为集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体育用品企业，产品远
销 30余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全民健身热潮兴起，企
业订单量激增，原有产能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同
时，新型材料研发进入关键阶段，设备升级与人才
引进亟需大额资金投入。面对巨大的流动资金需
求，企业陷入“甜蜜的烦恼”——既要保障日常生
产，又要推进技术革新。

江山金融监管支局在走访活动中及时捕捉到企
业困境，指导辖内工商银行为其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
案，发放贷款645万元助力企业引进进口全自动尖端
设备，日产能实现质的飞跃，由原本日产90万打，提
升到现在 120万打，在金融“活水”的滋养下，获评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称号，完成破茧成蝶的华
丽转身，为体育强国战略写下生动的地方实践。

点燃烟火
助力餐饮消费经济持续向好

薛之谦两度来衢开演唱会，不仅带来了两拨追
求青春潮流的消费群体，更让衢州“鸭头”的名气

不胫而走，衢州成了饕餮食客的碳水天堂。如今的
衢州，一到周末，网红街就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美食爱好者。

周末的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周边的
网红甜品店“两个老大”门前排起长队。“我经常光
顾他们家的‘星空蛋糕’，好吃又好看，好多游客都
是通过小红书慕名来打卡的。”在附近医院上班的小
刘兴奋地说。

“两个老大”甜品店重新装修升级后，全新的产
品与装修风格迅速吸引大量顾客前来打卡，月营业
额相比周边商铺高 40%。同时升级优化的，还有该
店铺的收款服务。依托台州银行自主研发的“易收
款”产品，甜品店搭建起一体化收银体系。这款产
品巧妙整合微信、支付宝、银联等当下主流支付渠
道，实现“多码合一”的便捷收款模式。同时，台
州银行还根据商户的资金流动规律，提供个性化资
金理财服务，助力商户闲置资金实现增值。

在收款服务优化后，“两个老大”甜品店每日收
款差错率为0，资金管理更加高效，每月通过银行推
荐的理财产品获得额外收益，年化收益约 2.3%，有
效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

同样有收款困境的还有经营特色小食铺的郑老
板。“滴，微信收款128元。”在云喇叭的清晰播报声
中，郑老板的脸上绽放出满意的笑容。然而，就在
一年多前，这样清晰收款场景对他而言还是一种困
惑。“忙起来总顾不上核对收款的数字，一天下来也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辛苦钱都颗粒归仓了。”郑老板
面对火爆的生意既开心又无奈。

“一码通”云喇叭业务舒展了郑老板紧缩的眉

头。柯城农商银行在了解到郑老板的难题后主动上
门对接，仅用1小时就为郑老板开通了丰收互联“一
码通”收款码，并同步安装了云喇叭设备。如今，
每一笔资金到账时都能实时播报提醒，郑老板彻底
告别了过去款项漏收的烦恼，“现在每笔钱云喇叭都
喊得清清楚楚！昨天有客挤满店铺，237笔收款笔笔
不落，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郑老板说。

贯通文旅
助力旅游消费经济强劲复苏

撒贝宁在《三餐四季》中的烟火共情让“开化
清水鱼”“衢州烤饼”等特色美食的香味飘向了五湖
四海，也拨开了衢州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迷人面
纱。在衢州这片负有烟火味的城市，龙游石窟、开
化根博园、江山廿八都、常山三衢石林等旅游景点
变得有人情味起来。

“我本来是冲着开化清水鱼来的，没想到这里的
根雕艺术如此震撼，这趟旅行真是来得太值得了。”
来自上海的游客周先生一家缓步开化县根宫佛国文
化旅游区，一边拍照一边感慨。

开化县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作为全国唯一的
“根文化”主题旅游区，不仅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更是衢州市开化县文化旅游的“金字招牌”。但
在几年前的疫情阴霾下，开化县根宫佛国文化旅游
区曾一度陷入资金困境。

在衢州金融监管分局的指导下，稠州银行衢州
分行紧扣“文旅兴市”战略，以“金融+文旅”创新
模式为引擎，主动对接重点战略项目，深入了解项

目资金需求，通过定制化金融产品、差异化服务方
案，累计为景区提供超6亿元的信贷支持，助力景区
基础设施改造、服务能力提升及周边产业协同发展。

2024年，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景区迎来了旅
游消费经济的强劲复苏，接待游客158万人次，同比
增长 22%。游客数量的增加不仅带来了门票收入的
增长，还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购物等产业的繁
荣，曾经寂静的乡村又变得热闹起来。此外，开化
金融监管支局还与县政府紧密联系，为开化县的全
域旅游资源整合提供整体规划方案，指导银行机构
提供 7.88亿元的全域旅游信贷支持资金，助力开化
建成国家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2个，3A级景区
6个，省A级景区村庄100个。

体育、美食、旅游等带来的流量有效地刺激了
本地消费经济向好向上增长。衢州金融监管分局引
领辖内银行业机构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对热力消
费加大金融资源的配套支持，在规范发展消费信贷
产品的同时，深入分析供给和消费主体的金融需
求，创新一揽子金融服务，提升消费的可得性和满
意度。

金融赋能共富新引擎 流量激活热点新市场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已成为驱动

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衢州作为浙江西部枢纽
城市，以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为目标，正通过
文旅融合、商贸振兴等战略加速推进消费升级。
在此过程中，衢州金融监管分局积极贯彻落实浙
江金融监管局印发的《关于开展金融促进提振消
费专项行动的通知》，以流量经济为热点，以“政
策引导+产品创新+场景赋能”为路径，在激发市
场活力的过程中深度融合金融力量，为区域消费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通讯员 朱颖 郑自呈 陈义英 本报记者郑谦

稠州银行衢州分行的项目贷款支持下，开化县根
宫佛国文化旅游区加速焕新。

工商银行工作人员走访江山市信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金融精准滴灌沿街商户，衢州水亭门历史文化街
区呈现车水马龙的消费场景。

深耕驿站阵地“微宣传”

今年 6月，根据银行业协会《关于开展 2025年度
“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的通知》要求，工商银行
温州分行积极响应工总行及浙江省银行业协会号
召，以“保障客户权益，乐享安心生活”为宗旨，精心
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教育
效果。

活动伊始，工行温州分行辖内各网点迅速行动起
来，充分发挥“工行驿站”的主阵地作用，利用客户等
候时间开展“微沙龙”，精心营造浓厚宣传氛围。该行
不仅在公众教育区显著位置摆放涵盖个人信息保护、
防范电信诈骗、识别非法集资等主题的丰富宣传折
页，还利用LED屏、落地屏幕滚动播放通俗易懂的宣
传标语和警示教育视频。工作人员巧妙利用客户等
候时间，用接地气的“家常话”，深入浅出地将专业金

融知识转化为实用的风险防范技巧，让金融知识普及
融入日常服务。

在工行温州城西支行，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并茂的
展板和生动有趣的讲解，向到店客户普及人民币图样
知识、反假小知识以及反诈宣传等内容，得到客户的
一致好评；在工行温州鹿城支行，大堂经理则利用客
户等候的间隙，组织开展了微沙龙宣讲，针对近期高
发的诈骗类型进行重点提示，解答客户疑问，有效提
升了客户的金融安全意识；而工行温州瑞安支行则
用亲切的“家常话”开展“方言大讲堂”，深入浅出、声
情并茂地讲解专业金融知识，让金融知识的宣教更接
地气。

社区居民和农村银龄群体是金融宣教的重点人
群。工行温州分行各网点联合金融监管部门、社区等
机构，开展金融宣教“海岛大篷车”等活动，利用社区
和农村的集会活动，在人流较大的场地设置宣传点，
拉起宣传横幅，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据统计，过去的一个月里，工行温州分行共开展
各类宣教活动超过数百场次，线上线下触达消费者超
过数十万人次。“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虽已落
幕，工行温州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继续深化
金融知识普及长效机制，聚焦重点人群、重点领域、重
点区域，以更精准的内容、更创新的形式、更广泛的覆
盖，守护百姓“钱袋子”。

架设云端知识“传送带”

一直以来，浙江金融监管局开展常态化、场景化、
通俗化、网格化的“做金融明白人”系列宣传教育活
动，帮助金融消费者增强理性投资意识和防诈防骗能
力，切实增强消费者在金融活动中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为突破时空限制，扩大宣教覆盖面，农行温州分
行积极拓展线上融媒宣传阵地。农行瑞安支行持续

开展“农行金融下午
茶”电台特别节目，
通过 FM91.0 电台直
播，由该行工作人员
与主持人以轻松访
谈形式，聚焦“一老
一少”防诈热点分析
案例并普及实用应
对技巧。同时，各支
行结合当地“温度新
闻”、新浪新闻、微信
朋友圈等新媒体平
台，由农行温州分行
统一组织开展图文、
短视频等通俗易懂
的线上内容，及时传
递最新金融风险提
示与实用知识，让市
民在指尖滑动间就
能便捷获取金融资

讯，让金融知识触达更广泛人群。
在平阳县水深养老院里，农行宣传员用方言耐心

讲解；在温州大学城，学生们观看情景模拟讨论如何
识破“刷单诈骗”；在洞头渔港码头边的渔船上，农行
工作人员踏上甲板向渔民介绍非法集资套路……本
次金融知识宣教活动形式多样、内容扎实，获得市民
的点赞和好评，正如洞头渔港码头的渔民感慨，“我们
平时都在海上作业，对这些诈骗手段了解不多，你们
的宣传真是太及时了。”

记者了解到，在温州金融监管分局和各县支局的
支持下，农行温州分行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保障
客户权益，乐享安心生活”2025年度普及金融知识万
里行活动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行长带
头抓消保、讲消保，积极落实金融知识宣传主体责任，
将金融知识精准送达千家万户，累计触达消费者超
120万人次。

聚焦不同群体的需求与特点，农行温州分行精心
设计差异化宣教方案，实现金融知识深入人心。如面
向社会经验不足的大学生群体，农行瓯海支行深入温
州大学城，结合高发的“校园贷”“刷单诈骗”案例定制
内容，通过情景模拟和有奖问答等互动形式，引导学
生安装反诈App，提升风险意识，同时支行还与校方达
成合作，在校园设立常态化宣传点，放置网点联系牌，
持续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农行苍南支行则将课堂搬
进县法院，围绕“电信诈骗关联金融风险”“虚假诉讼
骗贷”等专业议题，结合真实案例与法官干警研讨风
险识别与防范策略，向他们普及如何帮助亲友防范

“冒充公检法”骗局。

守护童心护航成长

为深入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切实提升社会公众金
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根据浙江金融监管局的统一
部署，浙商银行聚焦重点人群与场景，通过“进校园、

进社区、线上线下齐发力”等多元化形式，将金融知识
送至百姓身边，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生活在数字化时代，孩子们很少能接触到现金，
更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为进一步提升小
学生金融素养，树立正确金钱观，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开展一系列“小小银行家”活动。
这种“金融+教育”的创新模式，实现“教育一个孩子，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区”的辐射效应。

上个月，浙商银行温州鹿城支行联合花柳塘社区
开展别开生面的金融知识科普活动，银行工作人员以

《钱币的由来》开篇，分别从钱的故事、认识人民币、课
堂互动小游戏三个方面，讲述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讲
到现代数字支付，通过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引导小学生
区分“需要的东西”和“想要的东西”，树立正确的理财
观念，鼓励他们学会合理管理自己的零花钱和压岁钱，
努力成为合格的“小小银行家”。银行工作人员精心设
计“防骗识骗”趣味游戏，让小学生在轻松愉悦氛围中
提高安全防范能力，筑牢儿童金融安全防线。无独有
偶，浙商银行温州龙港支行走进潜龙学校，开展校园反
诈金融教育活动，银行工作人员向学生们阐释了诈骗
的基本含义，并重点介绍了追星类诈骗、游戏交易类诈
骗以及红包返利类诈骗等常见诈骗类型，通过分享真
实案例，提醒他们保持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浙商银行的阿姨姐姐们不仅送给我们生活用
品，还能教我们很多书本中没有的金融知识。”孩子们
的肯定，成为浙银人普及金融知识的动力。浙商银行
温州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近5年来，该分行的“小小
银行家”系列活动覆盖小学生500余人次，带动300余
户家庭参与金融知识学习。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以“做金融明白人”为目标，周
密部署了一系列教育宣传活动，组建的青年党员金融
风险防范宣讲队深入基层，将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
边，有效提升了公众的防范诈骗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下一步，浙商银行温州分行将继续秉承为民初
心，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创新金融宣教方式，为构
建和谐健康的金融环境贡献力量。

普及金融知识 让服务更有温度
刚刚过去的6月，是全国统一的“防范非法

金融活动宣传月”。从繁华商圈到偏远村落，防
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标语、警示案例、科普
视频遍布城乡各个角落，在各地形成了浓厚的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氛围。

按照宣传月活动的统一部署，浙江金融监
管局及各分局、支局联动地方防非牵头部门，
积极组织动员辖内金融机构聚焦为民办实事举
措、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和电信诈骗、行业诚信建
设等重点内容，结合自身优势、群众需求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有针对性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融
合浓郁地方味道的教育作品，热气腾腾的宣教
场景，用亲切平实的语言，把金融知识讲给百
姓听，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徐慧敏
通讯员 徐梦茜 黄张苗 谢尚聘 满冰婷

工行温州城西支行积极进校园，为青少年学生带来了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金融启蒙课。

农行瑞安支行持续开展“农行金融下午茶”电台
特别节目，聚焦“一老一少”防诈热点分析案例并普及
实用应对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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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来，浙商银行温州分行的“小小银行家”系
列活动覆盖小学生500余人次，带动300余户家庭参
与金融知识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