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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都市区，掀开了八婺大地破散促

聚、共建共荣的崭新篇章。如何提升都市

区核心能级，成为金华都市区建设进程的

一大挑战。

2019年8月，浙江龙芯智慧产业园项

目落地金义新区，一个千亿级别的信创产

业生态圈，从蓝图化为现实，离不开金融

力量的支持。

2020 年 4 月 30 日，农行浙江省分行

与龙芯中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对其

生态产业链给予不低于50亿元的授信。

农行还深度参与适配应用。2020 年

起，农行金华分行与省分行、总行三级联

动，利用自身技术资源优势，与龙芯中科、

生态链企业合作，探索国产芯片在金融领

域的应用。

在与“龙芯”的合作中，农行金华分行

的角色已不只是一家金融机构，更是信息

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参与者，此举开创了

金融信息化创新的新篇章。

同心同向做强金义黄金主轴，大都市

区龙头要舞起来，大都市区共建“八骏图”

也要绘。

近年来，该行不遗余力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强化创新驱动，坚持

高端引领，为金兰永武产业带提档升级、

产业集群“破茧蝶变”提供澎湃金融动能。

“千人纱、万人布”，是过去兰溪纺织

业的传统印象。现在，走进兰溪浙江创隆

纺织集团生产车间，偌大的厂房干净整

洁，一排排机器高速运转，只有几位工人

在来回巡视。

“‘智能织造’离不开农行的助力。”创隆

纺织集团董事长张友谊从1996年就开始从

事纺织行业，他告诉记者：“过去有梳织机人

均年产值只有20来万，更新换代后现如今

人均年产值已经达到160万。”2022年，农

行兰溪市支行拟追加1.5亿元融资额度，支

持企业智能化改造，进一步提升产能。

张友谊跟农行兰溪市支行的 6 任行

长打过交道，他至今记得：“在一次产业交

流会上，一位农行领导分享说兰溪支行的

总贷款数要高于存款数，农行是举金华之

力支持兰溪制造业。”这句话让张友谊感

动至今。记者获悉，2021 年农行兰溪市

支行对于纺织行业的贷款投放力度高达9

亿元，是该行对纺织行业投放力度最大、

支持力度最强的一年。

浙江安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真空保温杯行业隐形冠军企业，为满足日

益精细化的产品定制需求，未来数字工厂

改造成为迫切之需。

为支持公司转型升级，农行永康市支

行拟向安胜新增贷款5000万元。

接下来，安胜公司将紧锣密鼓地进行

智 能 仓 库 的 布 局 ，铺 设 5G 网 络 ，引 进

AGV 小车，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目前，

公司 80%的产品都出口到海外，2021 年，

公司逆势增长40%，产值超12亿元。

为加快补上制造业短板，近年来农行

金华分行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积极

支持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制造业

发展。近三年，农行金华分行新增制造业

贷款 182 亿元，贷款余额达到 453 亿元，

增量、总量均居同业可比行第一位。

去年12月初，农行浙江省分行与金华

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5年，该行

计划投放2500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这是

目前金融业支持金华实体经济发展、推进

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大融资额度。

作为这份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承办分

行，一直以来，农行金华分行与金华经济社

会同频共振、共赢共生，是全市首家各项存

贷款规模双超“千亿”的单一法人金融机

构，全力为共同富裕现代化都市区建设，提

升核心区城市能级贡献农行力量。

“助推金华赶超争先、崛起浙中，是农

行的担当和使命。”农行金华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金仁樟说。

这份承诺，发自“浙江之心”，澎湃激

昂。

提升核心能级，加速浙中城市群崛起

与“浙江之心”一起欢快跳动
——金华都市区共建下的农行故事
与“浙江之心”一起欢快跳动
——金华都市区共建下的农行故事

打开地图，金华，正处浙江之“心”。

“三面环山夹一川，盆地错落涵三

江”。作为浙江省内唯一一个既不靠

海又不邻省的城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受地域限制的金华人唯有走出去，

或是靠一罐梅干菜谋学途，或是挑一副

“行担”讨生活。

这一份世代相传的勤奋和坚韧，便

这样书写在金华人的血脉里。

改革开放以来，金华开始“浙中崛

起”的传奇逆袭：永康从打铁补锅发展

成世界五金之都，东阳从泥水瓦匠创造

出“东方好莱坞”，义乌从鸡毛换糖培育

出国际商贸名城⋯⋯

尤其是近十余年，“构筑组团式城

市群”的美好蓝图又在八婺大地徐徐展

开。

这突飞猛进的一路，农行金华分行

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他们主动融

入、扛旗争先，为这张蓝图添墨加彩，和

“浙江之心”一起澎湃跳动。

农行金华分行的故事，激励人心。

二十年前，金华从江北向江南挺进，造就了今天

的江南新城；二十年后，金华向东二次过江，成立金

义都市新区。金华要以“金义一体化、全域同城化”

为牵引，集中力量打造“一轴一廊一带三圈十平台”。

这重要的一子，落在“金义东”城际轻轨上。

今年 1 月 11 日，这条金义黄金主轴上的“大动

脉”——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金义段开通试乘；6

月 14 日，金义段和义东段首次拉通试跑成功。试

验电客车从金华站一路直奔东阳，一个全新的“轨

道都市生活圈”浮现眼前。

早在 2016 年，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项目建设

之初，农行金华分行就作为牵头银行，在短短10个

工作日内率先完成融资额度达 70 亿元的项目报

批，并首家投放8亿元项目前期启动资金。

时任该行营业部客户部经理周宏波回忆，金义

东市域轨道交通项目算是当时浙中地区规模最大、

单体投资金额最高的民生项目，也是响应浙中崛起

的先导工程，“这件事，农行义不容辞。”于是，该行迅

速成立由分行“一把手”担任组长的专项金融服务小

组，第一时间发起信贷审批申请，“因为授信金额较

大，分行领导曾先后3次赴总行汇报，24小时待命补

充项目资料。”最终，农行金华分行在两周内率先获

得农总行信贷审批，并成功发放首笔8亿元贷款。

如今，全长 107.17 公里的金义东市域轨道交

通，一路向东直奔东阳，并在横店影视城著名的明

清宫设下站点——这里，又是金华的另一个传奇。

40 年前的横店镇，无山水之奇，无资源之胜。

以横店集团徐文荣为首的农民企业家，以“拼命三

郎”的创业精神，创办了一个个无中生有、无奇不有

的产业“神话”。

作为徐文荣创办横店集团时合作最早的国有

银行，这40年间，农行与横店集团的故事一直在续

写。在政府不断支持，金融活水精准浇灌下，横店

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一个产业链条完整、要素

元素齐全的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也应运而生。

受益的当然不止横店影视城。都市区对外大

通道建设，也加速了金华地方产业出海，永康五金

企业便是其中的代表。

浙江纳瓦斯工贸有限公司是永康一家专业生

产压铸铝散热器的企业，1993 年老板朱永广第一

次走出国门，出差去德国柏林做生意，宾馆房间里

的暖气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时我们国内的暖气片都是铸铁的，德国这

种外形美观、热强度高的钢铝材质暖气片，我还是

第一次看到。”有心的朱永广带了一片钢铝材质暖

气片回来，组建了一个团队进行研发。经过几年的

努力，朱永广的产品因为物美价廉、性能优越，终于

在市场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但 2016 年前后，企业遭遇了金融危机和担保

链风险，朱永广多方求助却屡遭拒绝，直到他来到

农行永康龙山支行。时任农行永康龙山支行副行

长的陈林杰回忆，当时他们考察发现公司产品链是

相对稳定的，只是资金周转十分困难。经过仔细考

察，陈林杰先后跑了三趟淳安，用朱永广在该地的

房产为其做了异地抵押登记。最终，为企业发放了

560万元贷款，解了朱永广的燃眉之急。

“过去通过海运将产品出口到欧洲，一般需要

45-60 天的货运周期。现如今通过义新欧中欧班

列，速度快了一倍。”这条农行参与出资的国际大动

脉，让纳瓦斯公司搭上了一带一路陆运快车。

既不靠海，也不邻省，金华却闯出一条走出浙

江、走向世界的内陆开放之路。“义新欧”班列开行

量全国第三，跨境网络零售出口额、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均居全省第一。

“突出金义主轴拉动，打造全域协同发展标杆，

争当大都市建设示范。”金华市第八次党代会为八

婺共建大都市区的五年努力，做出了生动的注解和

历史性的前瞻。

农行金华分行紧紧围绕政府重大项目、民生工

程，千方百计争取政策和资源倾斜，先后支持了金

义东市域轨道交通、义东高速、金东区小城镇综合

整治、金华亚运分村、金义综合保税区、华东金华农

产品物流中心等城市重大项目，正是这份担当和奋

斗精神，在过去五年金华市政府对金融机构支持区

域经济发展评价和年度综合评价中，农行金华分行

连获“双第一”。

争当项目贷款、银团贷款的首选行、牵头行、主

办行，集聚金融力量提升都市能级、推进城市蝶

变。农行金华分行一直在当“领头雁”。

做强金义主轴，协同推进都市区建设做强金义主轴，协同推进都市区建设

在都市 在企业在企业

走进永康北部的龙山镇桥下东村，宽

敞的道路旁，村民的四层小洋楼整齐划一，

新农村的幸福感扑面而来。但10年前这里

曾是污染严重的工业“铝”镇，家家户户都有

自己的作坊生意，规模散小、不成气候。

桥下东村党支部书记朱文哲回忆道，

“当时村里个体经济虽然活跃，但生产落

后，想要产业升级，却因缺少有效担保物，

普遍贷款难。”

“摆在银行和农户之间的，有 5 大难：

可贷农户难选、放贷额度难定、贷款用途难

管、管理成本难降、银行风险难控。”农行永

康市支行一名老员工告诉记者。

姓“农”的银行，怎么才能更好地为农户

服务呢？农行永康市支行开始探索新路

子。渐渐地，他们发现连接农户和银行的最

佳纽带是村两委，也是破解难题的着力点。

经充分调研后，2012 年，在省分行统

筹推动下，该行启动首家试点——由桥下

东村（时称桥下一村）村两委协助建立村民

信贷档案，形成“村委会+农户”互保机制。

通过农户自荐、互保自组、借款自主、服务

自助、用款自律和守信自励的“六自”流程，

农民想贷款无需到银行，只要找村长自荐，

经村两委商量公示后，银行审核发放。

这个方案被称为“金融自治”。

农行提出的方案，果然戳中乡亲们的

心，全村 200 多户村民就有 60 户申请第一

批贷款，最终 39 户农户被给予 5-10 万元

不等的授信额度。这在当时无疑是创新之

举，开创了浙江乃至全国金融同业的先河。

朱文哲至今记得，时任农行永康市支

行行长吕晓东到村里了解情况，“那是我第

一次直面银行行长，我跟他讲了村里一位

农户的困难——因为年轻时犯过错，这名

农户想贷款买辆铲车创业屡屡受挫。”

基于朱文哲对村民的熟悉程度和信任

判断，“吕行长当即拍板，给这位农户授信5

万元。”现在，该农户已手握十几台铲车，成

了企业老板，“是农行给村民‘输血’，给村

镇‘造血’，这份农行情，我们一辈子记在心

里。”朱文哲说。

除了探寻乡村共富之路，农行还着力

助推乡村美丽升级。

“ 村 名 花 园 不 长 花 ，草 棚 泥 房 穷 人

家”。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东阳南马镇花园

村的真实写照。自 1981 年，农行东阳市支

行为其发放第一笔 3 万元贷款后，农行和

花园的故事就此续写。

1995 年，农行东阳市支行积极整合信

贷资源支持花园村旧村改造，提供信贷支

持 9000 万元，帮助花园村从一个穷山村成

功蜕变为人均收入 15.6 万元的富裕新农

村；2017年，花园村合并周边9村，当年，农

行浙江省分行与花园村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提供 80 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重点支

持花园村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了农行做后盾，花园村不断加速产

业升级，美丽蜕变，创建了浙江首个单独以

村为单位的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成了

名副其实的“美丽花园”、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村。

花园村的美丽蜕变在八婺大地上并非

个例。近年来，武义茶山上唱起的“畲茶飘

香”，浦江摇身一变成为“江南吐鲁番”，这

些和美乡村建设背后都有农行金华分行的

金融赋能。

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路上，农行一直敢为

人先。永康市芝英镇雅庄村，是芝英第一大

村，村党支部书记李暾告诉记者，2020 年

初，村里进行农房改造，拟打造一个集菜场、

商场为一体的综合大楼，“先后联系了3家银

行，半年时间都没有一点进展。”正在李暾一

筹莫展之际，农行主动上门联系，5天时间，

完成从资料收集到贷款发放到位全流程。

后来，农行金华分行启动“数字乡村”平

台建设，基于之前的帮助信任，雅庄村村民

积极配合，全村 1075 户居民都装上了智慧

门牌，完成村民信息建档。今年初，雅庄村

入选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名单。

兰溪马涧、浦江郑宅、永康唐先等地也

先后开展试点，形成“线上村务、农村商圈、

治理积分、惠农金融”等四大数字乡村功能

板块。

从普惠金融推广，到美丽乡村建设，到

数字乡村赋能，农行金华分行在乡村建设

的道路上一路加码，展现出硬核担当，一直

走在金融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前列。

农行提的方案，果然戳中乡亲们的心

农户向农行永康市支行客户经理介绍葡萄

种植情况，客户经理为农户送上了最新的

惠农政策

农户向农行永康市支行客户经理介绍葡萄

种植情况，客户经理为农户送上了最新的

惠农政策

农行金华分行新大楼农行金华分行新大楼

农行客户经理走访企业，了解其生产经营

情况和金融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