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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中信银行杭州临安支行正式开业，

为临安区域经济发展注入金融“新活水”。

自 1994 年作为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省级分行进

驻浙江以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已设立营业机构 95

家，并始终保持全省股份制商业银行“领头羊”地位。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胸怀“国之大者”，在践行国家

战略、服务浙江“两个先行”大局中奋发进取，努力成为

浙江区域内“有担当、有温度、有特色、有价值的最佳综

合金融服务提供者”。2022 年末，该行各项存款日均

余额超过 5000 亿元，是全省股份制银行平均规模的

2.3倍，全年各项综合融资投放超8000亿元。同时，作

为中信银行全国 6 家“战略支点行”之一，该行近两年

综合绩效考评均位列全国各分行第一，先后11次被省

政府授予“金融支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一等奖”、连续

17 年保持全省最高监管评级、连续 13 年保持人民银

行综合评价 A 级。此外，该行还荣获了“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全国文明单位”“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状”

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中信银行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并积极融入临安地方

经济发展。2012年成立了浙江临安中信村镇银行，成

为临安地区支农支小的重要力量。去年，中信集团与

杭州市共同设立了首期 50 亿元的中信杭州城西科创

大走廊产业基金，服务范围覆盖临安区域，为临安区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增长动能。中信银行总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财务总监兼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康表

示，临安支行的成立，是在新的起点上，中信银行进一

步将临安作为战略发展区和重要增长极，全行将竭尽

全力统筹集团和全省资源，服务好临安区政府、服务好

临安企业、服务好临安人民，全方位助力临安高水平建

设“吴越名城·幸福临安”。

临安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祖哈尔在开业

致辞中表示，十分欢迎中信银行临安支行进驻临安，也

非常感谢中信银行多年来对临安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

支持和贡献，希望中信银行临安支行充分发挥特色优

势，突出自身经营特点，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理念创

新，大力支持临安重大平台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并成

为服务实体经济和区域特色产业的先行者和生力军。

通讯员 李姿谊

地方金融业再添“生力军”
中信银行杭州临安支行开业

“周末到村里住两天，喝咖啡、做手工、听音

乐节，静谧不吵闹，又独有情调。”小美告诉记

者，去山根村旅游度假，正在成为温州年轻人周

边游的首选之一。

走进这座沿河而建的村落，现代艺术文明和

古朴建筑相辅相成，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和风

情小店，掩映在村落各处，等着外来者寻觅探索。

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杂乱无章

的“破败村落”。整村 333 户居民，六成定居在

外，留下的多是一些年迈的老人，是个远近闻名

的“空心村”。

改变发生在2017年，山根村通过拆整结合

的方式，保留记忆中的建筑，同时植入美食、美

宿、美声、美物等业态，让山根这座小村落焕发

出蓬勃的生机。这其中，有金融活水的灌溉，也

有共富金融专员的身影。

陈舒雅是泰隆银行瓯海支行的一名 00 后

客户经理，也是服务山根村的“共富专员”，近年

来，她用脚步一遍遍丈量着村里的改变。

“多亏了那笔5万元的贷款，这家小店才顺

利开起来。”小戴2015年国美毕业之后，在山根

村开了一家手工饰品店。“刚毕业手头钱不多，

拿下店铺后，设备采购资金吃紧，多亏舒雅帮我

申请下来贷款。”

把店开起来只是第一步，泰隆银行还在思

考如何帮店铺引流。据陈舒雅介绍，泰隆银行在

村里成立商户联盟，通过不定期策划特色营销活

动，结合线上直播探店卖货，帮助商户获客引流。

刚刚过去的520，小戴迎来了不错的销售业绩，他

告诉记者：“现在贷款都还清了，我有信心把小店

运营得更好。”

山根村的蜕变，只是温州众多乡村共富路

上的缩影。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行长肖宗富向记者

透露：“2021年以来，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不

断完善共同富裕金融专员派驻机制，累计派驻两

批2322名共同富裕专员，以专员为支点，以小微、

农村金融服务站为主阵地，解决融资困难户1.8万

余户，支持创业致富农民数达7万多户。”

共富金融专员
探索银村合作模式

本报记者 何慧婷

“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这是发轫于温州的“四千精

神”，它形象概括了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之初敢闯、敢拼、敢想、敢干的品质和气魄。

如今，“四千精神”也在温州的金融系统赓续弘扬。

日前，《共富浙江金融行》系列活动首站走进了温州。记者了解到，为全面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联合市委组织部等部门，在全省

率先组织选派共同富裕金融专员开展定向帮扶，针对全市746个共富工坊项目，建立“一专员一工

坊”对接机制，促进农民家门口就业增收，这一“温州做法”示范引领了金融支持共富工坊建设。

截至 2023 年 3 月末，温州金融支持共同富裕指数值为 123.0，同比增长 15.7%，全市城乡居

民收入比为1.81，较上年同期收窄0.0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共富浙江金融行》系列活动首站走进温州

擦亮共富“金”名片
金融助力746个共富工坊

车辆一驶入乐清市淡溪镇陈坦村，就看到

一幅巨大的“招工牌”——陈坦村共富工坊招工

了，这幅广告牌吸引了陈坦村及周边几个村落

的中老年群体再就业。

“年龄最大的工人已经 86 岁高龄，因为他

们工作时大多佩戴着老花镜，这里又被称作‘老

花镜’工坊。”乐清市淡溪镇党委书记陈纪承告

诉记者，去年初，陈坦村盘活村内校舍闲置资

产，改造成标准化成产车间，牵线乐清经济开发

区诺金电气等企业，通过“来料下乡、车间进村”

模式，让100多位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不过，与一般工厂讲究效率、规定严格不

同，建在村里的共富工坊相对更有人情味。“他

们在这里行动自由，可以合理安排时间，按劳获

酬。”陈纪承介绍道，“比如最近农忙，很多工人

都去忙地里的活了，过阵子空了就会回来。”

三号工坊的10号女工朱岩花，从去年工坊

开业就来上班了。“以前在家里就做做家务，自

从来工厂上班之后，家庭地位都提高了。”朱岩

花笑着说道，“很感谢村里，能创造机会让我在

家门口凭手艺赚钱。”

据了解，目前“老花镜”工坊日加工插座、开

关、断路器等约10万件，能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150多万元，村民人均月增收2500-4000元。

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共富工坊”建设力

度，3 月 1 日，乐清市淡溪镇政府、乐清市人行、

乐清农商银行三方签订温州首个银坊合作协

议。乐清农商行还指派1名共富专员搭载共富

金融服务角，每周驻点为村民开展征信咨询、贷

款预申请、收款一码通办理等金融服务。

“在市委组织部、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指

导下，温州农商行已为全市近 200 家‘共富工

坊’授信 6.81 亿元，贷款 5.82 亿元。”在《共富浙

江金融行》系列宣传活动温州站媒体见面会上，

温州农商行管理部副主任胡加恩介绍道。

家门口的“共富工坊”
带动农民就业致富

陈坦村“老花镜”共富工坊

小戴在自己开的手工饰品店里忙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