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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这是枫桥经验

的核心。60年前，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在枫桥镇天竺路36号的三楼学习室里，一直挂着毛主席用毛笔写的批示全文，落款时间是：十一月三十。

这里是农行诸暨枫桥支行。自1994年4月1日枫桥营业所从老街搬入这座大楼之后，就一直

是农行诸暨枫桥支行的办公和营业地点。

枫桥这片枫叶红了60年，每一条脉络都清晰可见，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农行诸暨枫桥支行作为一家金

融机构，也在积极践行“枫桥经验”，创新推出“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金融矛盾不上交、金融风险

就地化解”的乡村振兴“农行样本”，持续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在枫桥这片

枫叶上，画上了一条金融脉络。

红了60年的枫叶上
画了一条浓情脉络
农业银行诸暨枫桥支行30年践行金融版“枫桥经验”

思源就是初心
金融矛盾不上交

在齐东村，有十几户村民至今还记得时任枫

桥镇农行乡镇挂职干部朱向军。

那时的齐东村，十几名村民以民间集资方式

借款给同村一位村民。不料，那村民因故无法归

还欠款，最后竟因非法吸储获刑，给十几户村民留

下了伤痛。那时朱向军刚挂职枫桥镇镇长助理，

专职处理镇上金融矛盾问题，得知此情后迅速行

动，查明非吸获刑人员在浣东街道的矿山拥有股

份。于是，他与枫桥法庭多次奔走，锁住矿山收

益，将每年的股份分红分配给那十几户村民，挽回

了群众损失。

2014年底的某个房产项目，因大股东担保链

断裂项目烂尾，四十户购房户面对的是无休止的

黑暗。朱向军再次挺身而出，他接待购房户的信

访、疏解他们的情绪、解决纠纷、协调小孩上学的

事宜⋯⋯经过多年努力，2018 年烂尾 5 年的房产

终于开工，并在2020年交付到了购房户的手中。

驱车几十里下沉
基础金融服务足不出村

之所以农行能及时提供支持，离不开农行人始终扎

根乡村、服务在乡村第一线。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代

替驻点员工的是一台叫“惠农通”的机具：这是一款类似

扫码付款POS机的手持设备，是“基础金融不出村”的重

要工具，主要用途是缴纳水电煤、学费，预约现金、贷款和

理财服务，大多铺设在没有设立网点、人工难以触及的乡

村。

农行诸暨市支行在全市共铺设了 300 台惠农通，枫

桥区域就有57台，多在山区村落，“维护惠农通很多时候

需要驱车数十里，饭也只能在车上解决”。

惠农服务站同样也是农行延伸服务触角的一大载

体。在与枫桥镇毗邻的赵家镇，农行诸暨市支行设立了

赵家惠农金融服务站，定期安排枫桥支行客户经理驻点

服务。每周驻点时，农行工作人员接到最多的咨询就是

贷款问题，由于农村数据少、贷款难，整村授信就成了枫

桥支行践行“综合金融不出镇”的重要抓手。

时任农行诸暨枫桥支行行长、现任农行诸暨市支行

行长助理的金振荣告诉记者：“当时每个人都要走得进

村、落得进户。”现在枫桥支行的会议室里还挂着当初整

村授信时的作战图，一面面小红旗插满了整个枫桥镇。

金振荣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到村里，村民一看西装笔挺的

人上门，就以为是推销员，将他拒之门外，“真的很狼狈，

不过也说明枫桥当地的防诈骗工作和政治觉悟都比一般

乡村好。”

再一次下乡，金振荣有了经验，提前联系了村委，找

到当地颇有威望的老人，“他了解我们的来意后，还帮着

说话”。有了这套经验，整村授信的工作进展很快。金振

荣时常下乡看望村里的老人，一来二去都成了老熟人，

“都说要给我介绍对象，村村都有‘丈母娘’。虽是一句玩

笑话，但透露出的是村民内里的朴素，这是已经把心交给

你了”。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农行诸暨枫桥支行农户贷

款总量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截至今年9月末，农行枫桥支

行农户贷款达 5.36 亿元，涉及农户 1109 户。目前，农行

绍兴分行已将整村授信模式推广至全市1378个村，还创

建了230个金融自治村和713个信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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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向军挂职了近10年镇长助理，他说无论在

哪个岗位，都要始终坚守“金融矛盾不上交，金融风

险就地化解”的原则，始终听到老百姓的声音和诉

求。“2014年我们牵头建立了镇银行业金融消费者

调解中心，现已调解多起银行业与金融消费者之间

的矛盾”。49个金融自治村、108个信用村，这些数

字背后，都凝聚着农行人的心血与智慧。

枫桥支行现任行长许焱告诉记者，如今每个

网点都公示了网点行长的联系方式，设立每月的

15 日为行长接待日，“支行非常重视基层员工的

调解能力和金融专业知识培训。通过定期组织

培训，员工能更好地理解和处理金融矛盾，从而

将其化解在基层”。

在枫桥镇这片土地上，“金融矛盾不上交”已

经不仅仅是一个机制，更是一种文化。

离开枫源村时，记者特意饶道溪边，溪边见

一座亭，名为“思源亭”，造型挺秀，村里还有另外

两座石亭，名“开源亭”和“聚源亭”，据说取名也

是经过民主商议的。这片红了六十年的枫叶，

“既要思源，也要向前”。

农行诸暨枫桥支行客户经理走访香榧种植园农行诸暨枫桥支行客户经理走访香榧种植园，，

实地查看香榧采摘情况实地查看香榧采摘情况

红了60年的枫叶
美丽乡村里的一抹“金色”

从枫桥镇出发，沿着 035 乡道一直往东南

方向，不到五公里的地方，就会来到枫源村，道

边的枫桥江绕村而过，三面环山，满目青翠，鸟

鸣清风之中，声声入云间。三十年前，这里原本

是三个自然村，17 年前合并成一个村，取名枫

源。既是因为这里是枫桥江的上游，也是希望

大家秉承祖先留下的团结协作的人文精神：民

主、团结，就是这座村子治理的根基。

“枫源”这个名字，还是村书记骆根土取

的。刚合并时，骆根土从原先的小村主任，成了

近两千人的大村主任，合并物理村容易，合并人

心难。于是骆根土带着村两委一家家走、一户

户访，面对面交流，根源还是那两个字：民主。

后来村里上报实事工程三年计划，也是通过村

民集体座谈会，做了无记名投票，最终确定了

“一千多米的枫源江整治”、“七十多米枫源桥新

建”等十件实事工程，骆根土说：“从那之后，但

凡村里要办的事，都会用这个办法。”

这些年，枫源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生态旅

游，探索“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打造

“枫桥经验”学堂，开办农家乐、精品民宿，建设

红色生态旅游村，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考察团纷

至沓来，“我们要将枫桥经验，转变为枫桥经济，

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个富变共富”。

江两岸新铺设了步道景观，风景如画，这

“一江两岸”景观提升工程是枫源村打造红色生

态旅游村所需的配套工程之一。2021年3月，该

工程刚刚进入方案设计阶段。促使该工程建设提

速的是农行枫桥分行 2021 年向村里发放的一

笔 400 万元“美丽乡村贷”，这是浙江农行推出

新版“美丽乡村贷”后在全省发放的首笔贷款。

记者了解到，与旧版“美丽乡村贷”相比，调

整后的“美丽乡村贷”除贷款用途范围变广之

外，还款来源也更加灵活，可以是各类农业园区

营运收入，也可以是“农业+”观光服务体验收

入。2022年，枫源村借助枫桥镇打造的“枫桥经

验”研学平台，2022 年，已完成 460 多批、接待

15000多人、营收30万元，村社共享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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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源村枫源村““一江两岸一江两岸””景观提升工程景观提升工程

农行诸暨枫桥支行工作人员为客户办理业务农行诸暨枫桥支行工作人员为客户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