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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是小城，因为它陆地面积全省最小；舟山，

又是大城，因为算上海域面积，它又是全省最大。

曾经，这片海给它带来了丰饶的渔业资源，后来，

这片海又给它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未来，这片海

还将给舟山带来什么？

舟山群岛新区建设 10 周年，自贸区设立 5 周年，

两张“牌子”拿到手，舟山铺开了将重大战略落实落细

的宏图。

5年来，舟山蹚出了一条“无中生油”的产业路子，

“一中心三基地一示范区”的规划徐徐落地。围绕着

“油”，舟山发展迎来新机遇。最近公布的半年报数据

中，舟山 GDP 增速全省第一，规上工业产值增速全省

第一，这两块“牌子”功不可没。

8月21日，一艘全长398.9米、宽56.4米的集装箱

轮“爱玛马士基”，缓缓靠泊在宁波舟山港金塘港区大

浦口 2 号泊位。这样的巨轮，在舟山并不少见。港口

经济，让舟山走上国际化舞台。“爱玛马士基”停靠的

码头，是浙江省推进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战略决策的

起步和示范工程，由舟山甬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运

营。目前，码头一期工程已经投产，二期工程主体已

完工，农行南珍支行作为银团参与行，已累计发放项

目贷款2亿元。

在市区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也有“油”的足迹。

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油中

心）就坐落于此，它是浙江省政府批准的唯一一家专

业从事石油化工产品交易服务的核心平台，也是“一

中心”国际油气交易中心的基础平台。平台建成后，

农行浙江自贸区支行就与其建立了合作关系。

目前，浙油中心已集聚油品类化工贸易类会员企

业 1800 多家，农行是其会员企业开户合作银行之一，

在开户的基础上，农行积极为平台企业提供短期借

款、银承等品种的信贷支持。

自贸区的窗口已经打开，油气平台日趋完善，面

对这些全新的“蓝海”产业，农行舟山分行也是“新

手”，在探索中起步，在服务中精益求精。海上风电、

30 万吨原油码头、鱼山石化、航空产业园⋯⋯舟山的

新蓝海中，都能看见农行的支持。

“舟山坚持向海图强，着力发展海洋经济，正在积

极建造经略海洋先行示范区，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

市，这是舟山大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农行舟山分行

服务大局的新考验。作为当地主流银行，我行将持续

创新、率先作为，为舟山发展贡献更强农行力量。”农

行舟山分行行长尤伟华表示。

向海图强，开辟新蓝海

农行舟山分行支持的民宿“古樟几语”

农行舟山分行大楼农行舟山分行大楼

海浪冲上岸，漫过脚背，再带走脚底

一层细沙，抬头是一望无垠的海面，湿漉

漉的海风，带来大海深处的呢喃。这是

很多游客对舟山沿海的最初印象。

蓝天、碧海、绿岛、金沙、白浪，“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的浪漫，在舟山化作现

实。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来品尝透骨

鲜美的海鲜，也来享受幽静浪漫的海岛

之旅。从渔村到旅游网红城市，舟山

“红”了。

蔚蓝的大海，给舟山带来的不仅是

丰富的旅游资源，更是一份现代海洋城

市与世界接轨的辽阔想象。2011 年，舟

山群岛新区成立；2017 年，浙江自贸区

落子舟山。因海而兴，向海图强，平静的

海面下，是舟山大跨步迈向新蓝海的澎

湃势能。

城市的转型，与金融的发展交织而

行。在舟山，农行的身影在普陀山烟气

缭绕的香火中，在渔村拆解更新迭代的

渔船上，在装修一新、风格各异的民宿群

里，也在舟山市民点点滴滴的生活中，更

在大气磅礴的自贸区和港口里⋯⋯

舟山城在变，金融服务的角度也在

变。巨变中，舟山逐浪前行，农行舟山分

行时刻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梅丹

农行与普陀山的缘分，已超 30 年。在普陀山声名远播的历程

中，农行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浙江舟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旅”）相关负责人慢悠

悠泡了一壶茶，抿了一口后说，“农行的服务非常好，是我们这里的主

流银行。”

这一个“好”字，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90 年代：普陀山景区中

第一条通往佛顶山的索道，就是农行助力建造的。“最早，公交车可以

开到佛顶山，但考虑到安全因素，就想到了建索道。”

在一个佛教圣地，建一条索道，很多银行并不看好。佛教徒讲究

虔诚，现在还有很多信徒一拜一叩上山，何况当时？

“那时山上公共汽车还没有停运，客流量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山

也不算高。”舟旅相关负责人说，这些因素都在说明一件事：当时来

看，建索道不是个好主意。

但一直扎根乡村的农行舟山分行却决定支持这一索道项目，并

向上级行争取了3600万元授信。

舟旅相关负责人用“独具慧眼”这个词来形容农行的那一次支持。

1998年12月18日，索道营业，一年时间里，共接待游客54万人

次。此后，游客日盛，“最长要排队 2 小时才能坐上。”舟旅相关负责

人说。

时隔30多年，如今的舟山农行人很难说清当时的魄力到底来自

哪里，但索道后来的收益情况，证明了农行这一次“想到了，就去支

持”的抉择做对了。

不急不缓，顺其自然，有需要时就给予帮助，这是普陀山上农行

人的气质，与这座岛屿一样，带着一些佛缘。

普陀山这方小岛上寺庙众多，香客带着美好的心愿，坐着轮渡而

来，在许愿池投一枚硬币，在佛殿前捐一份香火钱，这都承载着一份

美好的期盼。但，水池里的硬币会生锈，许愿箱里的零钱会塞满。

佛渡人，农行人则“渡币”。

“有部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我们普陀山农行人则是《我在

普陀山修硬币》。”一位参与清分零钱多年的农行人笑说。“有些硬币在

水里浸泡了一年多，表面沾满污泥，凹凸不平，为了让它们恢复原来

的模样，我们当时买了白醋和核桃刷，把硬币泡在白醋里去掉锈迹，再

用刷子一点点清理表面。”一个月下来，支行往往能“修复”一两吨硬

币。

如今，支行早已购入自动清分机，“渡币”的速度快了很多。

作为当地的主流银行，农行从不缺席舟山发展。小到“修硬币”，

大到支持旅游产业发展，农行给予的支持总是先人一步。

十多年前，有人将民宿的概念带到了嵊泗列岛。敢于吃螃蟹者

能弄潮，当民宿在舟山遍地开花时，嵊泗已成民宿产业的重要集聚

地。碧海蓝天，嵊泗能满足游客对离岛幽静生活的所有浪漫想象，全

国各地的游客劈波斩浪而来。

与当年支持普陀山第一条索道建设一样，农行快速研究“民宿”

这一个新词，并寻找支持方式。“嵊泗的民宿大都由老宅和渔家乐改

建而成，升级改造的过程中，缺乏资金是普遍的难题。”对民宿产业，

农行舟山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的负责人王国光很有发言权。农行嵊

泗县支行一家家走访，为有意发展民宿的人家量身定制了“农村个人

生产经营性贷款”，第一批就支持了十多家民宿。后来，随着三农产

业的多样化发展，此类信贷产品合并进入了农行明星产品“惠农 e

贷”。

如今，当舟山旖旎的风光造富能力越来越强时，民宿成了舟山的

特色产业。除了外来的投资，本地人也加入了改建自家祖宅的行动

中，以一份家人的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疫情以来，舟山农行人与追求美好生活的舟山人并肩而行，不遗

余力地支持着舟山民宿产业发展，支持小城转型，在碧海蓝天下收获

金山银山。至今，农行舟山分行已支持民宿、渔家乐 262 户，累计放

款7835万元。

独具慧眼，支持快人一步独具慧眼，支持快人一步
舟山人眼中的舟山是什么样的？

海腥味，是老一辈舟山人独特的乡愁记忆。出海捕

鱼，一别数月，海上的生活不仅枯燥，还充满危险。“富贵

险中求”，舟山渔民在巨浪中撒网，以生命搏击生活。如

此境遇，练就了舟山人吃苦耐劳、敢于闯荡的性格。

历史上，舟山向全国输送了多位商业巨子。求真务

实的基因写进了舟山商人的血液。金虹芸，便是其中之

一，她是舟山“都市生活”的缔造者。

从一位百货公司售货员，到凯虹集团掌舵人，金虹

芸的创业史前浪追赶后浪，“我的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

也有农行的一半。”她说。

1980 年，普陀信托贸易公司注册成立，从经销纺织

品起步，后更名为普陀华侨友谊公司。1997 年年底，公

司实行企业改制，金虹芸和三位同事接手了这家公司。

金虹芸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公司并购了普陀商业

大厦并筹建普陀华侨饭店，以此结束公司单一经营百货

业的格局。并购和筹建饭店都需要大笔投入，“建造

1000 万，装修 1500 万元，我想通过发债的模式筹钱，但

是公司不够格。”金虹芸回忆那段改革的历程，正是那个

时候，农行舟山分行主动提出，向华侨友谊公司提供

1000万元授信。

然而，从百货公司走出的金虹芸，对农业银行没有

好印象。“农业银行，那名字多不好听啊！我说不要他们

的贷款，不好听。”现在说起这事，金虹芸还要发笑，“好

在我们财务坚持，说农行的服务好，一定要试一试，这一

试就一直合作了下来。”

1000 万元贷款顺利放下来后，舟山就多了一个时

髦高端的华侨饭店。仅花了5年时间，2500万元本金就

收回来了，“那是改革开放红利充分释放的年代，我们抓

住了发展的机会。”金虹芸说。

2001 年时，普陀百货公司破产，金虹芸马上“抄底”

收购，“农行就说你放心大胆去干，资金我们来解决。”农

行舟山分行再一次给予金虹芸 1000 万元授信。有了这

笔资金，倒闭的普陀百货公司摇身一变，成为普陀百货

商店。“这两个 1000 万，奠定了凯虹的基础”。对于农行

的看法，金虹芸早已改变。

公司要做大，就要往外扩。舟山的市中心在定海，

2004 年，金虹芸以高价承租下定海文化广场地下商城，

单店面积 5500 平方米，成为当时的全舟山之最，这个商

城挂上了“华之友超市定海店”的牌子。

这份“舟山之最”，金虹芸花了 600 多万。“舟山有记

者采访我，在市区的金陵路也就这点价格，你在地下室

怎么做得下去？我说我的理念是企业要做大一定要进

驻定海，虽然压力很大，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金虹芸

有这份胆识，也是因为背后有农行在支持，“资金的问题

始终是农行在帮忙。”

乘风破浪的商海进击，金虹芸不断加码。2007 年，

当时舟山最大的百货零售企业——舟山第一百货商店

倒闭，她又看到了机会。“我们一直是做小商品贸易的，

要进军大的百货商店，就要向购物中心看齐，我一定要

买下‘一百’。”

有了这个想法，金虹芸自然又找到了农行。多年合

作，农行对企业和掌门人都十分了解，公司有地产做抵

押，金虹芸有信用做担保，双重保障加持，农行的支持更

加有力。

2007 年的这一次收购，金虹芸花了 1.5 亿元。“资金

缺口农行补足，我才敢去市场上参与拍卖。”谈起这些往

事，金虹芸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新的“一百”再一次在舟山人的生活中刻下深深印

记。3 年后，金虹芸全新打造的“新一百超市”就达到了

4.5亿元营业额，比她接手时足足增了3亿元。

也正是这一年，公司着手筹建集团公司，次年，浙江

凯虹集团应运而生。

成立集团公司后，凯虹的步子更大了。随着舟山向

东发展，2011 年 12 月 1 日，凯虹在东港倾力打造的凯虹

广场盛大开业。这个购物中心背后，也有农行 1.7 亿元

贷款的支持。

东港凯虹广场建设很顺利，开业后生意也很火爆，

这让金虹芸又有了新主意：在定海也打造一座凯虹广

场。然而，这座凯虹广场却遭遇坎坷。

2015 年，公司开建时，购物中心在全国正走红，各

家银行均愿意提供资金支持，凯虹广场风光开建。然

而，随着工期的推进，全国各地购物中心扎堆开业，出现

过剩行情，银行出于政策顾虑，开始持观望态度。

“我那时自有资金 4 亿多元都投了，房子都结顶了，

跟供应商也都约定好了几号开业，但银行的资金却供不

上，没法装修，工程停了。”一向雷厉风行的金虹芸慌了

神，怎么办？她又走进了农行舟山分行。

“看到这个情况，我们行领导马上去省分行积极争

取沟通，最终我们作为牵头行，组建了银团，一共给凯虹

批复了 3 亿元贷款。”农行舟山分行副行长应万军说，作

为参与人，他对凯虹的发展历程同样如数家珍。

3亿元，重启了工程。2017年1月，定海凯虹广场终

于隆重开业。

“你给过我钱，我不会让你出洋相。”金虹芸说，凯虹

与农行舟山分行始终相伴成长，从未出现过坏账。

如果从 80 年代算起，凯虹与舟山已经相伴 40 年。

这 40 年来，她曾顺风顺水，也曾遭遇风浪。“信心很重

要，一定要屏着，这口气不能泄，但企业发展也不能盲

目。”这是金虹芸的生意经。

作为一名商人，金虹芸一手打造了舟山的“门面”，

让这座小城变得洋气，她有自己的骄傲；作为一名合作

伙伴，金虹芸变得柔软，“我是会感恩的，企业走到今天，

离不开银行一步步帮扶，我们和农行就像纽襻和纽扣的

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农行服务我们的同时，也收获自

身的发展，是双赢格局。”

扮靓舟山，做市民生活的“纽襻”扮靓舟山，做市民生活的“纽襻”

面朝大海千岛之城的

﹃
春暖花开

﹄

—
—碧海蓝天下的舟山农行人故事

农行舟山普陀山支行在清分硬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