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新闻
8、98、92022.2.16 星期三 责任编辑：吴崇远/版面设计：陈海伟/责任检校：冯懿雯2022.2.16 星期三 责任编辑：吴崇远/版面设计：陈海伟/责任检校：冯懿雯

翻阅历史画卷，在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中，

没有哪家银行如农行般，经历了几番浮沉、三落

四起；更没有哪家银行能够如农行般，最终趟出

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将农村金融与城市建

设有机结合的自有之路。

过去的这二十年，杭州的城市建设经历了

大开大合的起承转合，城市外沿不断扩展。

2011 年，杭州未来科技城在余杭区挂牌成立，

这是全国四大未来科技城之一，是浙江省重点

打造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核心区、示范区、

引领区。农行再一次抓住了先机，在这里设立

了农行杭州余杭支行（原杭州西溪支行），这是

浙江省农行设立的第一批科技型专营支行，也

是最早入驻未来科技城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

很难想象，曾经的未来科技城是身处仓前

镇的农田中，而几十年后，这里已然成为了杭州

科技与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习惯了“农村包

围城市”的农行人，如今又要开始反哺这片土

地。不过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挑战却非同以往。

说到肩负的重任，农行杭州余杭支行行长

包国宏很是清楚。未来科技城园区起到了科技

孵化器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农行需要重点扶持

科技型企业。“我们对小微科技企业，推出了‘经

营 贷 ’业 务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发 展 资 金 难 题 。

3000万以内的单笔贷款，支行就能完成审批发

放。”同时，农行在扶持方式上不断创新，推出了

小微网贷、纳税e贷、科创e贷、抵押e贷等线上

拳头产品，办理均不超过 5 个工作日，最快 1 天

就可以办妥。

除了对企业的支持，在杭州西站枢纽、未来

科技城海创园及之江实验室、未来科技城云城

综合体项目等政府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上，农行

都留下了厚重的影子。

通过几天的采访，我发现在杭州地区，农行

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存在。作为一家金融机构，

它参与了农村电网改造、“三改一拆”、“五水共

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项目及民生工

程，不仅成为了杭州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在某

些方面，它已承担起不仅是银行的职能。比如

土地复垦，当地政府首先找到了农行提前介入

这项城市有机更新项目，请农行先帮助邀请相

关专家进行座谈、咨询、规划，并与投资商提前

沟通，答疑解惑，最后再立项。此时的农行，已

经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

资金支持，更是起到了发展参谋的作用。

“农”字进城，不止于突破
——杭州城市嬗变下的农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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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杭州，已从西湖时代迈进了钱江时代，勾

连四方的交通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2 年，杭州第一条地铁开通之时，曾有市民

在体验后，畅想起未来线路成网后的便捷生活。

没想到，十年之后，梦想照进现实。在 2022 年

亚运会前，杭州将建成总共 12 条线路，运营总里程

516公里，形成较为完整的轨道交通网络。

要知道，在杭州地铁建设之初，农行杭州分行就

早早参与了项目，已先后为杭州地铁1号线、2号线、

机场快线等项目提供超过17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合

作力度在各金融机构中居前列。

与此同时，近年来农行杭州分行在跨江大桥、

城际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路网等项目上都广泛参

与，从政策、产品、人员团队上给予倾向性支持。截

至目前，农行在杭州城市基础交通建设项目的覆盖

率、融资金额等都居金融同业前列。

2022 年杭州将迎来亚运时间。作为杭州亚运

场馆建设的主要合作银行，农行杭州分行对所有亚

运项目组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目前已授信 293 亿

元，投放贷款58亿元。

到了亚运会那会儿，我们还会看到，钱塘江边

的奥体中心、沿江灯光带⋯⋯这些美丽工程的背

后，都有着农行的影子。

回看今昔，农行对杭州的影响早已不局限于城

市建设，而是与这座城市的全方位发展紧密相连。

一系列的组合拳，让农行杭州分行连续几年坐

上了杭州市支持地方经济贡献的头把交椅。“国有

银行不能只盯紧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更要看国家政

策表、企业需求表。”农行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胡隽

说，农行的工作首先要保证政府的重大项目，为建

设新杭州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例如杭州提出了

“新制造业计划”，农行也随即推出了 12 条措施，并

新增了先进制造业贷款；疫情发生后，农行创新推

出“四菜一汤”政策，以金融助力餐饮业振兴，今后

也仍将进一步加大相关方面的投入。

岁月带不走记忆，也带不走未来。但可以预见

的是，农行杭州市分行在百舸争流中已得头筹，在

金融的助力下，杭州的未来着实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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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城市与金融，似乎本来就是一种共

生关系。穿行城市高厦之间，金融大楼

几乎已成为一种地标式的存在，这也体

现着一个城市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

心，它时刻为城市的发展助力。正如当

下的浙江，金融人积极把更多资源配置

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地方，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城市与金融，过去和未来，始终共

栖共存。我们回望过去，也着眼现在，

更展望未来。

2022 开年，在“浙里”绘就共同富

裕新篇章下，钱江晚报与农业银行浙江

省分行联合推出“一城一行一风景”系

列，通过深入走访浙江大地的每一座城

市，挖掘每座城自有的特质，感受城与

行之间的共融与发展，以飨读者。

一座城市就如一个人，它的韵味和品质，不

仅需要颜值，还需要内涵。而浙江大学就是杭州

深厚的文化底蕴。

1998 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

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联合组成了新浙大，仍

像原来那样分散教学显然不可行，建造一所规模

庞大的浙大新校区势在必行，紫金港校区应运而

生。

这是一座现代化、网络化、园林化、生态化的

校园，投资规模必然庞大，而给学校贷款在当时

对银行来说又是一桩新事物。对于善于创新、思

路开阔的农行来说，突破固有思维不是问题，难

点却在能否与其他国有大行比拼，展示自己的实

力，顺利“接单”。

此时的农行，已经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转

变。他们把绝大部分政策性业务划转向新组建

的农发行，并与农信社脱离行政隶属关系。

在业务上，农行人抓住了 90 年代乡镇企业

转制、民营经济壮大的机遇，积极支持非公有制

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农行杭州分行老职工陈

祖家至今还记得，在 1999 年 6 月，农行杭州分行

对传化集团授信1个亿，这是当时全国金融机构

对民营企业最大的一笔贷款授信。

拿着手上的“家底”，农行杭州分行主动与浙

大加强了联系。经过学校评估研究，最终达成了

合作意向。

2000 年 12 月 28 日 ，一 个 值 得 纪 念 的 日

子。农业银行与浙江大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

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农行承诺提供 50 亿元综合

授信，重点用于浙大新校区和浙大国家科技园建

设，扶持学校改善科研设备、发展远程教学网络

等，以支持浙大早日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

流大学。

“那一天我们就守在电话前，北京那边一签

约，我们就准备好放款，就像打仗一样。”一位老

员工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

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农行首笔 22 亿元的贷

款就启动了。另一个细节是，在新校区建设的同

时，农行就规划好了浙大支行在校内分理处的位

置，这是当时所有银行中唯一提前介入服务的。

今天，当你漫步在紫金港校区的启真湖畔，

欣赏这片城北著名打卡地的同时，也会发现，这

座高校的建成带动了周围区域内住宅、商业、交

通等全方位的发展。金融力量带动城市发展，也

为金融机构自身版图的扩大奠定了基础。

逐
梦·﹃
浙
﹄
里
人
的
导
师

重
建·
西
湖
边
的
宝
塔

许多年前，杭州在全国人民的印象中，

就是一个普通的省会和旅游城市，除了美

丽的西子湖和武林广场，能叫上口的地标

寥寥无几。拥挤的城区，矮旧的楼房，是那

个年代杭州城市面貌的缩影。

1986 年 1 月，离西湖仅一公里的体育

场路上出现了新地标。这是一座十多层的

小高楼，有着玻璃幕墙和独特的农行绿。

现在看来不怎么起眼，但在那个时代，它堪

称是杭州这座城市亮眼的代表性建筑。

“这是农行1979年恢复建制之后，杭州

分行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当年

的老员工翁卫旗用“农行进城”描述心中的

喜悦。他说那会儿，这么高、这么现代化的

楼还不多见。“新大楼建成后，很多杭州人特

地赶过来，就为了看一眼这高级办公楼。”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表现在改善

城市面貌上。进入新世纪后，基础设施的新

建、改建，让杭州这座千年古城焕发出新姿。

如果要确立一个节点，那么雷峰塔的

复建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雷峰塔倒于 1924 年。本来一座塔倒

掉也不是大事，但因鲁迅先生一篇《论雷峰

塔的倒掉》，雷峰塔从此蕴含了不一样的意

义。1983年杭州将重建雷峰塔列入了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但因争议重重，直到 1999

年，重建雷峰塔才正式提上议程。

建塔需要大笔资金，但因前期的各方

争议，有实力出资的各家金融机构纷纷退

缩，采取了观望态度。因为当时的争议点

之一就是：银行怎么可以放贷款去支持造

塔，不是应该把钱用在民生上吗？

善于在变革中求出路的农行人却认

为，银行贷款的观念需要有突破，需要有创

新思维，不断扩大金融服务新领域。

关键时刻，农行坚定地站了出来。时

任农行浙江省分行行长蒋志华说：“西湖十

景之一就有雷峰夕照，没有了塔这夕照也

失了韵味。我们应该敢于突破创新，扶持

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复原和保护。”他当即

拍板参与支持雷峰塔重建贷款。

2000 年 3 月 11 日下午，农业银行杭州

分行承诺贷款 6000 万，用于重修雷峰塔。

消息甫一公布，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这

一富有传奇色彩的宝塔，终于要重新“站”

起来了。

两年后，雷峰塔如期竣工，并于 2002

年1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当时景区门票

定在了 30 元这个价位，虽然有不少人觉得

相对高昂，但仍挡不住蜂拥而至的游客。

一下子，西湖南线整体被盘活了。这

可以算是个意外之喜。

“那时候的杭州，可没现在这么多好玩

的地方，也没有这么大，骑上自行车转上个

大半天，整个杭州便走遍了。”蒋志华回忆，

当时的西湖南线基本也就花港观鱼、太子

湾这一带可以游玩，沿街又没有什么商铺

景点，相比北线就比较冷清。

重建雷峰塔后，西湖南线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直到如今，雷峰塔及周边地区，

仍是整个环西湖地区最繁忙的地段，一到

节假日，它便成了游客必去打卡的地方。

在这一次贷款成功后，农行杭州分行

的业务就找到了新的拓展领域和发展方

向，从此走上了快车道。

当时，杭州正在筹划“西湖西进”项

目。它不仅恢复了西湖曾经的旧貌，还使

西湖风景区的面积得到很大扩展，为后来

的西湖整体“申遗”创造了条件。

据蒋志华回忆，时任杭州市领导在听

说了农行支持重建雷峰塔的情况后高兴地

说：“你们农行连重建雷峰塔都可以贷款，

那‘西湖西进’项目贷款应

该没有问题了，请农行大力

支持！”

“西湖西进”项目完成

后，原本“朴素”的西湖变得

丰富多彩，整体提升了杭州

的生活品质、城市品牌。在

这背后，农行的支持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了雄

厚的资金支持，西湖改造建

设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完成，并且获得普遍赞誉。

杭州的城市中心在哪里？杭州的

地标又在何处？这两个问题，如果问老

底子杭州人，也不一定有人能给出笃定

的答案。

这些年可以当杭州地标的建筑越

来越多。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样的杭

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被形容为“美

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

如果将新旧杭州照片放在一起对

比，不得不感叹杭州城建的巨大跃迁。

都说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有不为

人知的存在，其实在杭州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从未远离农业银行杭州分行的支

持。

作为国有大行，农业银行始终发挥

国家队、“排头兵”的作用，密切配合好

当地政府的工作，助力、支持城市发

展。在采访的这些日子里，钱江晚报记

者越来越感觉到：这些年农行杭州分行

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关键点上，真切做

到了与所在城市的同频共振、共同发

展。

它，是杭州城市建设的助推人，也

是见证者。

本报记者 郭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