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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小微机制“快速、精准、协同”三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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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科技金融时报 【金融】

量身定制融资方案
生猪养殖弯道超车

在天台县白鹤镇，赵老板经营的生态养猪场规模
可观：占地 2000多平方米，60间猪舍整齐排列，每间
宽敞明亮，按照标准可养殖4至6头肉猪，在当地生猪
养殖行业一直处于“领头雁”地位。

面对日益严格的环保政策和激烈的行业竞争，赵
老板深知养殖场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他计划为养殖
场加装智能化地热设备和产床设备，智能化地热设备
能精准调控猪舍温度，为生猪营造最佳生长环境，降
低疾病发生率。先进的产床设备则可提升母猪生产
的安全性与舒适性，提高幼猪存活率。

然而，前期基建投入和购买幼猪已消耗大量流
动资金，资金缺口逐渐显现，加之 150万元贷款即
将到期，双重压力让赵老板的养猪场转型之路举步
维艰。

天台民生村镇银行平桥支行的金融专员在推进
“小微融资协调机制”工作走访时，了解到赵老板的
困境。银行信贷工作专员迅速启动绿色服务通道，
平桥支行业务团队立即深入养殖场实地调研。他们
仔细察看生猪生长状况，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全
面掌握养殖流程、成本结构及实际困难。之后，业
务团队凭借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为赵老板量身定
制了融资方案。

银行一方面为其配备“共富贷—养殖贷”专属产
品，鉴于生猪养殖行业周期长、资金回笼慢，采用“无
还本续贷”模式，延长原有贷款期限，缓解赵老板还款
压力，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考虑到养猪场位置
偏远，银行还特别组建了“移动服务小组”，携带移动
终端等设备上门服务，现场办理征信签署等手续，实
现“现场尽调+审批+当天放款”的无缝对接，从申请到
资金到账仅用时 1天。赵老板签署合同时激动表示：

“真没想到这么快！这下安心了，改造后能保证幼猪
存活率，预计明年出栏量有望增长30%以上。”

针对农业主体生产周期长的痛点，天台民生村镇
银行积极创新，简化信贷流程，构建“上门服务+绿色
通道”双轨服务体系，优化内部审批流程，将平均审批
时效压缩至24小时内。截至今年2月末，已为辖区内
的15家生猪养殖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方案，投放
贷款超 470万元，有效破解当地生猪养殖企业融资难
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力。

直击短小频急痛点
护航春耕万亩新程

在临海市永丰镇的永洋粮食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社长吴兴科新采购的一批现代化农机设备已经
投入紧锣密鼓的春耕进程，2700亩的农田在机械化、
现代化的运作下正有序完成翻耕、施肥、播种等一系
列工作。

今年，合作社刚承接了浙农集团“万亩方”项目，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要求下，需要更新农田的水利设
施、机耕道路，为合作社采购农机设备，资金短缺就成
了他春耕时节面临的最关键问题。

“农时不等人，多亏了临海农商银行主动上门，为
我们合作社发放了290万元贷款，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还为新项目定制了一套专项服务方案，后续的保障也
跟上了！”吴兴科高兴地说。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合
作社的智能农田灌溉系统得到了全面升级，极大提高
了灌溉作业的效率，实现了精细化、集约化管理。今年
永洋粮食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预计新增粮食产量将超
200万斤，可带动30余名村民就业。“从几十亩到‘万亩
方’，临海农商银行始终是我们的后盾。”他感慨道。

今年以来，针对春耕备耕资金需求“短小频急”
特点，临海农商银行依托“线上+线下”双线服务模
式，快速组建了 21 支金融志愿服务队，赶赴全市农
户、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排摸服务需求，加快融
资对接速度，以“清单对接”机制护航粮食安全。同
时，开通春耕资金绿色通道，通过送高质效金融服务
上门入户，与农户们一起同时间赛跑，共同跑出春耕

“加速度”。
除了信贷资金支持以外，临海农商银行还为临海

全市水稻种植大户带来了价值 5 万元的“增收飞防
券”，以每亩2元的补贴标准，为当地2.5万亩农田的飞

防服务提供优惠，切实降低了临海种粮大户开展水稻
病害统防统治及植保飞防工作的成本。

创新抵押担保模式
驱动杨梅经济飞跃

在“中国杨梅之乡”仙居县，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
郁葱葱，枝头挂满紫红果实，酸甜果香弥漫在空气
中。这些饱满诱人的杨梅，不仅是大自然的慷慨馈
赠，更是当地百姓致富的“金钥匙”。然而，就在两年
前，仙居的杨梅产业发展却遭遇了诸多瓶颈。

冷链设备老旧，使得杨梅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
损耗率居高不下；深加工技术滞后，极大拉低了产品
附加值；电商渠道匮乏，严重制约了销售半径……一
系列的市场转型期瓶颈制约了优质的仙居杨梅顺利
触达更广泛的市场，众多杨梅种植者陷入“丰产难丰
收”的尴尬局面。

仙居均法农场作为省级示范合作社，便是遭遇这
一困境并成功突破的典型代表。其名下的绿源基地年
产杨梅超15吨，但由于冷藏能力不足，每年约有30%的
鲜果因腐烂不得不低价处理，损失惨重。为了改变这
一现状，农场负责人王均法计划对农场的冷链设备进
行全面升级，引入先进的自动化分拣线，同时开拓电商
销售渠道，以提升产品竞争力。但升级设备和拓展渠
道需要大量资金，正如绝大多数农场主一样，王均法面
临着抵押物不足的难题，贷款之路困难重重。

转机出现在仙居富民村镇银行开展的“走千企访
万户”行动期间。该行营业部工作人员在走访调研
时，了解到王均法为资金与抵押物发愁，立即组建专
项服务小组。客户经理携带移动终端上门，实地查看
杨梅林的规模、长势，深入了解老旧冷库设备运行状
况，与农场工人细致交流日常运营细节，全方位掌握
农场情况。

经过多番勘查、多轮研讨，鉴于农场抵押物不足
的实际难题，银行打破常规，大胆创新推出“合作社联
保+杨梅林经营权抵押”组合担保模式。方案敲定后，
各部门协同作战，仅两天便成功为均法农场发放15万
元“惠民贷”。

如今，在这笔资金的有力支持下，均法农场迎来
崭新蜕变。新落成的气调冷库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
技术，精准调控库内环境，损耗率从原来 30%稳稳降
至 5%。新增的 2条自动化分拣线，凭借智能识别系
统，能依据杨梅的大小、色泽、成熟度精准分拣，大幅
提高生产效率。

目前，浙江金融监管局持续推动辖内银行业机构
深化金融服务创新，不断优化服务模式，精准对接农
业智能化发展的多元需求，不断加大对农业智能化项
目的资金支持力度，助力更多农业企业和农户实现智
能化转型梦想。

金融“活水”浇灌农业智能化之花

龙游县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专班联络员与县
科技局工作人员走访企业，落实惠企政策。

龙游农商行信贷工作人员走访黄茶企业，提供精
准的金融服务。

龙游县“千企万户大走访”动员部署会现场

临海农商银行金融志愿服务队走访临海市永洋粮食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讲解最
新信贷支持春耕政策。 牟奕臻 摄

天台民生村镇银行平桥支行金融服务专员到养猪场调研走访，了解养殖户金
融需求。 蔡楠 摄

仙居富民村镇银行客户经理在仙居均法农场走访，
了解智能转型计划并提供金融支持方案。 林腾斐 摄

在浙江，一场金融助力农业智能化转型的变革
正蓬勃展开。浙江金融监管局积极引领辖内银行
业机构发挥金融精准滴灌作用，针对农户打造智慧
农业场景需求，通过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创新
组合担保模式等有力措施，推进生产力由传统转化
为“新质”，为农业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通讯员 王袁静 林婧昳 王林杰 本报记者 赵琦

支持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稳定宏观经
济大盘促进就业的现实需要、推进经济转型升
级的必然要求和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
应有之义。为更好引导信贷资金直达基层，
2024年1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
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以总局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推进会精神为引
领，聚焦县域金融监管支局“末梢”作用，建
立省、市、县三级工作机制。

衢州金融监管分局积极贯彻落实省、市支
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辖内
金融监管支局高效推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
机制落地成效。龙游金融监管支局积极响应，
主动探索，全方位打造“快速、精准、协同”
的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龙游新模式，切
实增强小微企业融资获得感和满意度，打通普
惠金融便民的“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谢灵菲 本报记者 郑谦

监管引领
驱动机制快速运转驱动机制快速运转

龙游金融监管支局迅速响应浙江金融监管局、衢
州金融监管分局召开的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动员部署会，第一时间联合县发改局牵头成立小微融
资协调机制工作专班，同步建立县级支持小微企业融
资协调工作机制。2024年 11月，龙游金融监管支局

会同县发改局制定了《龙游县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
工作实施方案》，并召开工作动员部署会，明确提出 4
项主要任务、3个工作要求，为小微企业融资机制落地
见效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我们协同多部门、乡镇街道、银行机构，创新推
出‘属地+银行’联合走访模式，深入开展‘千企万户大
走访’，打通数据信息壁垒，畅通诉求响应渠道，同步
开通专班企业服务专线。建立首接负责制，确保企业
反映问题即时响应，限时办结。积极响应小微企业需
求，省去中间商环节，真正实现银企‘零距离’，让金融
活水直达经营主体。”龙游县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专班负责人介绍。龙游金融监管支局同步引导辖内
银行机构对“推荐清单”内的企业开辟绿色通道，简化
审批流程，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与完善尽职免责等政
策相结合，实现“能贷快贷”，有力支持企业发展。如
泰隆银行衢州龙游支行创新推出知识产权“零费用+
高效率”的自主评估模式，将常规的1周评估时间缩短
至1天。

在政策的支持下，金融资源正在加速流向小微企
业。截至今年 4月 1日，龙游县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
制专班已经形成推荐清单5963户，其中获得授信企业
5852户，占推荐清单98%；授信金额共计198.56亿元，
累放发放贷款137.36亿元。

多方发力
精准适配小微融资需求精准适配小微融资需求

在衢州金融监管分局的指导下，龙游金融监管支

局引导大型银行发挥“主力军”和“压舱石”作用，积极
向上级申请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促进资金直达基
层，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鼓励中小银行充
分挖掘自身潜力，通过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
设立专项信贷额度等方式，通过“一企一策”靶向施
策，助力客户精准选择适配的金融产品。推动地方法
人机构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深度聚焦龙游特色产业，
精心打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金字招牌”。

“我们通过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利用地
缘优势，不顾山高路远，上门了解客户实际情况，为地
处偏远的白雾尖家庭农场办理50万元信用贷款，及时
解决了黄茶种植的资金难题。”龙游农商行业务管理
部工作人员何鑫表示。近两年来，龙游农商行持续加
大对黄茶产业的金融赋能，从山区农户到城市企业，
从田间到茶桌，助力黄茶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龙游盛鑫畜牧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畜牧业为主
的小微企业，其生猪养殖规模位居龙游之首，存栏肉
猪大约 1.5万头。近期，企业因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大
量资金，又因缺乏抵押物难以获得融资需求。温州银
行龙游支行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迅速为其量身定
制了综合金融方案，结合该企业自身特点，成功帮助
其申请信用贷款 260万元，解决了该养殖企业扩产资
金瓶颈。

“多亏有了‘温信贷—企业主集群模式’，给我们
缓解了暂时的资金压力，扩大了生猪养殖规模。”龙游
盛鑫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建军表示，这 260万元的
纯信用贷款，不仅为企业送上了安安稳稳搞生产的一
颗“定心丸”，还助力了企业订单增长，切实解决了企

业的困境。

央地协同
““三方联动三方联动””提升服务质效提升服务质效

龙游金融监管支局充分发挥专班优势，通过“三
向发力”构建协同机制：横向深化与经信、税务等部门
的跨机构协作，纵向建立市县两级专班政策传导机
制，外围聚合企业、银行机构、担保机构等多元市场参
与主体。形成政银企“三方联动”的金融服务生态，推
动政银企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消除政企之间
的“温差”，填平“银企”之间的信息鸿沟。

今年1月，龙游金融监管支局在收到小微企业融资
机制专班的反馈，浙江凯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面临55万
元的转贷资金难题，随后该专班推动泰隆银行龙游支行
为其办理接力贷款，同时给于利率优惠，使得企业得以
顺利以低息完成转贷。面对专班工作人员的回访，浙江
凯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郭卫峰感慨：“你们如
同送来了及时雨，让我看到企业蓬勃发展的希望！”

如果说浙江凯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感受到的是
小微协调机制带来的“及时雨”，那么浙江宁康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就是深切感受到了政银企“三方联动”的
温暖。

龙游县龙洲街道工作人员同金华银行龙游支行
工作人员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走访中，了解到浙
江宁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融诚劳务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项目的订单，存在融资需求 100万元且缺乏
抵押物的情况。专班联络员及时对接县科技局，对该
企业的技术创新性、市场潜力等因素开展综合评估，
协调龙游县昊诚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对企业进行担
保增信后，满足了企业融资需求。

“支持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项永远在路上
的工作。”龙游金融监管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落实落细浙江金融监管局对于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
作机制的要求，持续推进机构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
活动，拓宽走访覆盖面，搭建银企精准对接的桥梁，将
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与龙游县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打
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县域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