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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义乌东河小学开展以“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春季学生综合实

践活动。当天，各年级师生沿着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望道信仰线，一路唱着《闪闪的红

星》《东方红》等歌曲，追忆红色足迹，传承红

色文化。

望道信仰线地处城西街道，起于横塘村，

经七一村、石明堂村、何斯路村，止于分水塘

村，全长约 13 公里，是义乌践行乡村振兴战

略的鲜活样本。在分水塘陈望道故居，孩子

们听村民讲述了青年陈望道误把墨汁当红

糖、尝得信仰之甜的故事。在七一村生态园，

孩子们乘着红色小火车，知道了从东河出发

的“义新欧”班列是世界上运输线路最长的国

际货运班列。

“开展红色主题综合实践活动，是希望

让学生了解革命先辈艰辛奋斗的历程，明

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珍惜时光，好好学

习，也鞭策我们教师不忘初心，在岗位上兢

兢业业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校负

责人说。

龚赛琴/文

武义是中国有机茶之乡，全县大部分山

丘海拔在 500-1500 米之间，得天独厚的生

态环境为有机茶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武阳

春雨茶屡获殊荣，优质茶业企业应运而生，

一大批茶农也赶上了发展的好时机。

为帮助广大茶农在 2019 年取得更好的

收益，农行武义县支行在年初就提出了茶农

“自画像”的工作目标，致力于让辖内的茶农

实现行业金融自治。该行主动对接辖内农

业局、茶叶合作社、茶叶公司及茶农，积极为

他们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方案。

“自画像”业务推出以来，武义农行“三

农”客户经理深入茶农、走进茶山，对茶农的

生产经营情况做了调查。在茶农家中，该行

客户经理与茶农展开了深入的交谈，对茶农

的生产经营设备、规模做了更进一步的了

解；在茶山上，该行客户经理查看了茶叶的

生长情况，与正在采茶的农民进行交谈，对

茶农的生产经营情况有更为具体的把握。

据悉，今年以来，该行已累计投放相关惠农

贷款1200万，惠及40余户茶农。

2 月份，武义县农业局组织辖内茶农举

办茶叶清洁化加工技术培训会，武义农行借

此平台，赴现场对前期所做的金融服务方案

做了宣讲，内容包含筹资、理财等方面，主要

以农行惠农 E 贷、定利盈等拳头产品作为对

接。现场，茶农对该行提出的金融服务方案

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主动做了进一步的询

问，对农行惠农政策交口称赞。

俞茹映/文

农行武义县支行把惠农的种子
播撒到千家万户

工行金华分行推动
科技金融业务创新
发展

近年来，国家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

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政

策落地，工总行施行了“重点城市行战略”。

工行金华分行立足本地城市定位，紧密

契合国家战略倡导、按照金华银保监分局的

指导，深入落实总行战略，将发展科技金融作

为适应新常态、落实新定位、迈向新目标的重

要举措，通过金融创新促科技创新，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至 2019 年 2 月末，该行对 189

家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51.58亿元，同期企业

贷款余额 48.67 亿元,同比新增 2.91 亿元。

2018 年该行继续致力于扶持科技型企业的

经营发展，全年为科技型企业累计减费让利

111.32万元。

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工行金华分

行依托科技创新的带动作用，迅速融入、积

极进取、勇于创新，

做好与本地企业的

对接，主动深入了

解 客 户 的 金 融 需

求，为科技企业提

供个性化的专业金

融服务，为建设金

华科技企业服务贡

献力量。

张奕晨/文

泰隆银行：助力“无
证明城市”深化“最
多跑一次”

“现在办贷款方便了很多。以前，提供

了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以后，还要提供单

身证明、结清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跑

来跑去开证明要费几天时间。现在看到推

行‘六个一律取消’，很多证明材料不用跑，

省心省力，真好！”在泰隆银行营业厅咨询办

理贷款业务的张先生表示。

为贯彻中央关于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

部署要求，泰隆银行金华分行积极推行“无

证明城市”，深化“最多跑一次”。通过集中

培训、建章立制、专岗负责、清单管理、广泛

宣传、定期评估等举措落实改革。通过23场

培训将“无证明城市”改革内涵普及全员。

据悉，该行取消证明 16 项目，改革推行一个

多月以来惠及客户约一千余人。

落实“无证明城市”改革，体现了泰隆银

行“最重要的是让您满意”的服务理念和落

地“最多跑一次”的决心。斩断“奇葩证明”

“循环证明”，让群众办事更简单、更便捷，真

正告别“办事难”。

王吟/文

义乌小学生赏春踏青 不忘传承红色精神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通讯员 徐桢瑾

4 月 8 日，在浙江蓝之梦纺织有限公司，

技术员们正在给该企业已立项“浙江制造”标

准的产品做进一步的指标测试。若该产品标

准成功发布，将为兰溪纺织行业再增一项“浙

江制造”标准。

2018年12月，该企业的纬二重仿针织牛

仔面料产品获得“浙江制造”标准立项。产品

在性能、工艺、技术等方面都体现了先进性，如

通过技术和工艺的革新，使面料达到仿针织的

效果，与传统牛仔产品相比面料更柔软，性能

也更稳定。“我们对标国际先进标准，经过测试，

产品的各项指标基本都高于行业标准，甚至好

于国家标准。”该公司副总经理黄焕洪说。

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指标测

试，企业通过邀请行业专家、纺织业同行进行

研讨，对制定的各项标准内容进行逐一讨论

和完善。该产品标准一经评审正式发布后，

将填补细分行业内的标准空白，对纺织产业

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借力“浙江制造”铸造金字招牌，不仅能

推动经济发展，也能促进产业与企业的良性

互动。“参与‘浙江制造’标准的制定，对企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我们提高整体水平，

加快人才培养，提升研发能力，这也有利于推

动企业的创新和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企业

形象。”黄焕洪说。

近年来，兰溪大力推进“浙江制造”品牌建

设工作，筛选出一批重点产业和企业，实行“梯

度推进、动态发展”培育，并对照“浙江制造”标

准，制定行业和企业培育方案，努力形成一批

占据国内市场话语权和比肩国际先进水平的

“浙江制造”品牌。同时，出台多项扶持政策，积

极满足企业在标准申报和品牌认定过程中的

需求，引导和激励企业积极参与制定行业标

准、产品标准，打造兰溪制造的标杆和样板企

业，推动本土制造迈向更高品质、更高水平。

截至目前，兰溪共有18项“浙江制造”标准

项目获得立项，其中8项标准已正式发布，2项

标准通过专家评审等待发布，1家企业顺利通

过“品字标”认证，3家企业获得“品字标”授权。

打造国内一流、国际先进产品标准
兰溪擦亮“浙江制造”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