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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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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是什么？不就是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一个发动机、一个车壳，里面两个沙发吗？”曾经的“放牛娃”说出这句“狂言”时，没有人想到吉利能走到今天。

台州，是“汽车狂人”李书福的故乡。但台州的“狂”，古已有之。

1600年前，“江南长城”台州府城墙一砖一石垒砌，这是戚继光抗倭之狂厉；1300年前，唐诗之路直抵天台山，留下无数脍炙诗篇，这是唐诗之路目的地的浪漫狷狂；60多年前，

数百位青年登上大陈岛，撸起袖子用5年时间打造出一座全新的大陈岛，这是一次青春奋斗的狂奔⋯⋯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是台州人性格的写照。于是，民营经济在这里发祥、股份合作经济在这里发源、市场经济在这里拉开帷幕。与经济并行的，是台州偾张的金融血脉。

上世纪80年代，农行在这座山海水城扎根，滋养了初代“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创业者，更见证并参与了制造之都的建设。如今，台州积极投身“两个先行”，锚定“五城十

链”目标，在这幅向海图强的蓝图里，更见制造业与农行联袂共舞的婀娜身姿。

发祥地，意味着从无到有的开拓，正

如大陈岛的垦荒，双手双脚闯出一片新天

地。从零到一，这一步难走，却时刻吸引

着台州人拼命去闯。台州智能马桶行业，

就拥有这样一段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发展

史。

很少有人知道，台州在上世纪 90 年

代就开始生产智能马桶盖。台州不仅生

产了国内第一只智能马桶，而且还是世界

上最大的智能马桶盖生产基地之一。智

能马桶背后，有农行敢贷的助力。

台州智能马桶领军企业西马智能科

技，创业之初的“垦荒”可谓是困难重重。

“15 年来，农行一直伴随着我们，风雨砥

砺，不离不弃。”西马创始人之一刘日志把

农行比作企业“娘家人”，“遇到困难，就像

找老娘舅一样，先找农行出谋划策。”

做智能马桶，刘日志和合伙人王正平

是外行。刘日志原本做羊毛衫生意，王正

平做印染业，40 岁那年，刘日志与王正平

一拍即合决定转型做智能马桶，用做纺织

印染的利润供养智能马桶。

2006年，两人请来职业经理人，2007

年，西马成立，开始建厂房。那一年，台州

已有两家智能马桶企业进入盈利阶段，当

时的农行台州海门支行也成立了智能马桶

调研组，于是，当西马要建厂房时，海门支

行以刘日志羊毛衫厂厂房做抵押，并以企

业家个人信誉为担保，给予了500万贷款。

但没想到，西马出师不利。2007 年，

厂房落成，2008 年，职业经理人请辞，宣

告创业失败，一共损失 1300 万元。刘日

志也曾彷徨，但台州企业家最擅长的便是

迎难而上搏击浪潮。于是，刘日志尝试

以做羊毛衫的生意秘诀——打造爆款来

做智能马桶。

随后，他前往德国、日本等拥有成熟

智能马桶技术的国家。“我们把视野投向

国际市场，学习市场上接受度高的产品，

稳中求进，不让创新变呛心。”刘日志解

释，“呛心”是台州方言，指心里不好受。

2008 年至 2015 年，西马智能科技经

历了艰难八年。那几年，他和合伙人的自

有资金捉襟见肘，多家合作银行开

始压贷、抽贷，但农行不仅没有惜

贷，还将原本的 500 万元授信增

加到了 1000 多万元，最高时达

到了1980万元。

黑暗时也有光明的启

迪，这一丝光明正是农

行坚定支持西马的信

心。2012 年，研发团队推出了一款“无水

箱智能马桶”。“一炮而红，国内很多厂家

模仿我们。”凭这一爆款，2013 年，西马赚

了200万元。

2015 年，随着国人在日本抢购智能

马 桶 盖 ，台 州 的 智 能 马 桶 脱 颖 而 出 。

2017 年，西马终成千里马，企业利润超七

千万。

今年，西马搬进新落成的“5G未来工

厂”，30秒生产一只智能马桶的高端车间，

吸引着同行观摩。以西马为代表的台州

智能马桶行业，一跑就跑出了全国智

能家居细分行业领军者的版图。

企业界垦荒，金融机构精准

浇灌，一个行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强，成

长起来了。

一只智能马桶的成长史

临海人、椒江人、温岭人⋯⋯有人戏称“台

州是一座没有台州人的城市”。这座看似“散

装”的城市，在临港产业发展上却一心向海图

强。沿着海岸线，台州将从北到南打造新能源、

新材料、新医药健康、未来汽车、精密制造五大

产业城，这将是制造之都产业体系的一次“脱胎

换骨式”重塑。

经略海洋，向海图强，蓝色经济正向台州湾张

开广阔的怀抱。同时，金融机构也顺应台州发展

顺势调整，2021年3月，原农行台州海门支行正

式更名为台州湾新区支行，着力服务湾区经济。

2017 年，新吉奥集团在台州湾新区布局新

能源生产基地。2021年11月，农行台州湾新区

支行与新吉奥达成初步合作。2022 年 4 月，农

行完成授信审批。前期顺畅的合作，在4月遇到

了极大的阻碍。

新吉奥集团总部在上海，今年 4 月，上海受

疫情之困而静止。企业高管均在上海，无法赴

台州面签，但此时，新吉奥的资金之困到了十分

紧急的时刻。“当时原材料上涨，我们生产新能

源车需要锂电池供应，只有资金充足，先付钱拿

货才能继续生产。”新吉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刘祥告诉记者。

在这紧急关头，农行台州湾新区支行为新吉

奥开通了绿色通道，以视频签约的方式特事特办，

及时授信1.5亿元。5月初，农行就为新吉奥发放

了 4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和 1000 万元供应链

融资贷款。资金到位，新吉奥按计划扩大产能。

近几个月，油价多次上涨，这给新能源车的

销售带来了利好。刘祥告诉记者，农行的融资

帮助新吉奥打通了产业链，通畅的产业链又增

加了新吉奥的产能，由此形成了银企合作的良

性循环。

“农行的服务非常快，而且周到。”刘祥透

露，今年 4 月，新吉奥同时与多家银行联系贷款

事宜，但对于整车行业的授信，银行方面的限制

多、流程长，审批最快的是农行。

在农行台州湾新区支行主要负责人叶笑笑

的手机相册里，一张用不同色块标注的台州湾

新区规划图被她打开了无数次。40℃的高温

里，她带着团队探访一家家企业，湾区的发展，

跨步在每一次银企接洽中。

20 年前，一份“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的嘱

托，为台州发展注入了新动力。20年后，这座年

轻的城市，充分发挥了创新的活力，推动着民营

经济实现新的飞跃。面朝大海，台州曾迎来千

禧年的第一缕曙光，这迎头而来的光芒，让台州

城的发展充满了想象力。

“现在五城发展的规划让人振奋，也让我们

看到了金融服务的方向。未来，台州分行将立

足山海水城，继续发扬垦荒精神，奋勇向前，为

台州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农行力量，以优异

的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农行台州分行党委

书记章清华表示。

“五城十链”的未来式

台州路桥，商贸重镇，也是金融重镇，诞

生了多个专业市场，也诞生了两家城商行。

在这里，企业与金融的交互，曾大开大合。

电机，是机械的重要组件，可以说是制造

之都的制造之心。坐落在路桥金清镇的金龙

电机，起步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发展中

经历过多次起伏。“我们和农行的合作，最早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大小小无数坎，农

行一直很坚定地支持我们。”公司总经理叶叶

的说法，得到了农行路桥支行副行长林晓的

认可，“金龙电机我们很熟，用九死一生来形

容都不为过。”

对于台州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几乎每一

家大企业背后都有这样一段坎坷的历史。作

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创业者，1997 年的亚洲

金融风暴、2008 年的金融危机，都是刻骨铭

心的坎，金龙电机也不例外。尤其是 2008

年，金龙电机在鼎盛时期遭遇资金问题，“当

时若没有农行支持，我们很可能撑不过那场

危机。”叶叶告诉记者。

但这些都不如 2020 年疫情的冲击来得

猛烈、持久。“随着全球疫情蔓延，我们必须有

所行动。”叶叶表示，当时，金龙电机当机立

断，做出出口转内销的决定。如今来看，这一

伤筋动骨的策略，十分有远见。

然而，这一步走得异常艰难。2020 年 5

月，国际市场对于电机的需求迅速萎缩，金龙

电机的国外订单出现断崖式下滑，而国内销

售渠道尚未搭建完善。

金龙电机紧锣密鼓开展自救，同时，当地政

府也一路施以援手。农行台州路桥支行在看到

企业困境后，快速将企业之前申请的 6000 万

元短期贷款转为3年期中长期贷款，并为其下

调贷款利率。“从财务层面降低企业顾虑，让金

龙可以安心走内销转型路子。”林晓称。

资金上喘了一口气，金龙电机的转型也

有了眉目。2021 年，金龙电机顺应“双碳”目

标，推出超高效节能电机，一举成为国内该级

别电机的销售冠军。当年，金龙电机被认定

为“隐形冠军”和“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并成

为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今年，农行又为金龙电机增量授信中长

期贷款 7000 万元，并额外提供 1935 万元供

应链贷款，力保疫情期间金龙电机上下游企

业原材料和中间品的正常供应。

从内销转外销，再从外销转内销，金龙电

机的发展在坎坷中不断开拓新路径。期间，

农行的多次帮扶，是对企业的纾困，更是银企

合作的共济。

于台州而言，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是空

前的，如何联合社会各方力量携手共渡难关，

是农行作为国有大行一直在思考的命题，也

是作为一路看着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娘家人”

最为关心的命题。责任在肩，仅 2022 年上半

年，农行台州分行就新增制造业贷款 57.62亿

元，增幅超 16%。台州积极夯实民营经济立

市基础，农行始终护航左右。

一台电机的历险记一台电机的历险记

仙居，是浙江山区 26 县之一。但

这里，却集聚着多家全球知名药企。

仙居车头制药，坐落在仙居县大

战乡，从台州城区到药厂，山路十八

弯。山路深处，是一座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厂房。现在，在这老厂房里有

不少博士，甚至是院士在勤勉躬耕。

一席白大褂、几台仪器，小山村的蝶变

在这里完成，台州与世界医药行业的

齐头并进，也在这里出发。

1995 年，现今的车头制药董事长

陈恬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加入父亲创

办的车头制药。1996 年，公司经营便

出现危机。

危机肇始于 1994 年，全球萘普生

紧缺，瑞士药企来到中国采购。这本

是车头制药的拳头产品，是一次良

机。但看到全球紧缺现象后，国内一

下子涌现了五六十家企业争着生产萘

普生，供大于求导致产能过剩。2 年

后，包括车头制药在内的药企库存积

压，资金链变得紧张。很多小型药企

没能熬过这一劫，车头制药当时的体

量虽不小，但日子也不好过。

“当时很多银行基本都不支持我

们了。”陈恬告诉记者。由于大量生产

萘普生的药厂退出，银行看到了行业

危机。

及时出手的是农行仙居支行，“听

老同事说，当时我们县、市、省里农行

一起商讨，将车头制药列入全省重点

支持企业，给予金融帮扶。”农行仙居

支行副行长娄志伟告诉记者。

农行敢出手，原因在于它与车头

制药的历史渊源。80 年代，车头制药

创立时，农行便向它发放了第一笔贷

款。农行一路看着它成长，了解它的

实力。进入 90 年代，车头制药面向全

国引进名牌大学毕业生，如今这批大

学生都已成为了公司骨干。

“行业的低谷并不影响车头制药

的研发，公司实力很强，很专注。”娄志

伟表示，于是，农行向这位老朋友伸出

了双手。陈恬表示，经过这一战，国内

生产萘普生的就只剩下了车头制药一

家。“全球只有三家，我们目前排名全

球第二。”若没有农行的鼎力相助，车

头制药想要问鼎全球，步伐不会如此

之快。

到了 2011 年，车头制药在当地购

买土地建造厂房，迈入发展新阶段。

这时，不少银行均向车头制药抛来橄

榄枝。“我们首选农行，因为和农行是

有感情的。”陈恬表示。

在台州五大产业城的布局中，新

医药健康城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

世界高端医药制造中心之路上，企业

在打拼，金融机构在助力。截至目前，

农行台州分行共为台州医药行业提供

贷款超 28 亿元，这座新医药健康城的

构筑过程中，农行还在持续发力。

一组药的竞争史

本报记者 梅丹本报记者 梅丹

且看她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
——“制造之都”台州的农行人故事

变变蝶

光曙济共

荒垦
农行台州路桥支行工作人员走访金龙电机

农行台州湾新区支行工作人员走访新吉奥

新能源生产基地

农行临海市支行工作人员走访当地一家医

药企业

农行台州分行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