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的农民，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就在自家院子里生

产眼镜配件。”

上世纪80年代，马屿眼镜产业逐渐向工业化迈进，越

来越多的马屿人加入眼镜行业，或是在自家生产替换零

件，或是收成品眼镜，走到全国各地沿街摆摊，那些日夜兼

程、披星戴月的奔波岁月，以及那份通过双手努力创造

财富的深刻感动，共同构成了这个产业在初创时期

的主旋律。

当时的马屿人背着一只大木箱，木箱里能装

两百副眼镜，打开之后就能支起一个摊位，他们

只有一个信念：一直走，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

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时任农行马屿

营业所主任张叶潮说：“远至新疆伊犁，南至广

东广州，都有马屿人的身影。”外界都知道的丹

阳眼镜产业带，那里也到处活跃着马屿人的影

子。据统计，全国各地温州籍商会会长、副会

长中马屿籍约占三分之一，五万多人的眼镜

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年销售额逾250亿元。

徐丽芳说，马屿人经商在外，存贷、结算等金融需求一

直很大，但当地金融机构可能由于区域户籍政策、异地抵

押物准入等原因，没法给予很好的支持，“农行就成了在外

马屿人的后盾。”近年来，徐丽芳所在的域外金融服务团队

深入走访了大大小小 20 多家域外温州商会，金融服务延

伸至杭州、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有效降低了他们的融资

成本，提高了金融获得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服务案

例是对山西大同商会和新疆乌鲁木齐商会的金融服务。

这两个商会在农行马屿支行的协助下，成功引导了外部资

金回归，总额高达 5000 余万元。今年初以来，已经有 12

位在外马屿商人得到了马屿支行的资金支持，累计投放的

域外贷款达到了3100万元。

秋收时分，农行人员在天井垟现场办理贷款，已经是

每年的一道风景，一水的稻香，其乐融融。四十载的风雨

同行，农行马屿支行始终坚守着服务“三农”的初心，让马

屿的土地上风吹稻香、生机满满。

【筑梦前行，浓情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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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马屿镇，一片充满生

机与活力的土地。在这里，“三位

一体”改革如春风吹拂，让小农户

们告别了传统的耕作模式，拥抱

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与服务。这

个改革的故事，就像一首田园诗，

诉说着农业、农民与农村的新希

望，宛如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

然而，马屿人的梦想并没有

止步于此。他们怀揣着勇气与决

心，踏上了走出小镇、闯荡世界的

征程。在这个过程中，农行马屿

支行始终与他们同行。当我们走

进这些故事时，我们能感受到其

中蕴含的温情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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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

还未入马屿，村道两边已见万亩良田，连片的金黄随

风起舞，一幅绝美的秋收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浙南地区的

农业生产大镇，马屿拥有全省连片面积最大的天井垟粮食

生产功能区，也是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

作体系的重要发源地。

20 世纪 90 年代，瑞安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专业

合作社、供销社进行了改革，到 2006 年已经发展组建了

50 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尽管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仍

有一些难题亟待解决，除了个别运行规范外，普遍面临着

人才短缺以及资金、用地和税收等多种问题。另外，由于

非重点集镇的金融服务网点数量有限、级别较低、服务能

力不足，因此农户在贷款方面普遍存在困难，从而迫切需

要农村金融的支持。马屿镇及其周边是瑞安市金融资源

相对匮乏的地区，早年盛行期间的互助会，融资成本高、风

险大。

2015 年以来，农行马屿支行开始积极推进马屿镇的

整村农户信息建档工作，以扩大“惠农 e 贷”的覆盖面，并

在周边的曹村镇和高楼镇设置了金融服务点，每个服务点

都安排了三农客户经理常驻。

然而，一些村干部和村民对银行贷款持有疑虑，“一开

始是拒绝的。”于是马屿支行的工作人员便与乡镇挂职干

部一起，耐心解释农业银行的惠农金融政策。“我们给他们

算了笔账，我们的年利率低，如果贷 10 万元，三年至少能

省一万元。”农行马屿支行行长徐丽芳说：“他们一年务农

的利润也不过两三万，很容易就能算清这笔账。”

就这样，一村村跑，一家家推，好消息在村之间迅速传

播，咨询电话络绎不绝。经过七年的不懈努力，整村授信

工作从原本的空白地图，到如今完成高楼、曹村、马屿片区

70个村的覆盖，打通率超六成，马屿、湖岭、曹村等片区的

民间融资成本直接下降了200个基点。

如今徐丽芳再接再厉，通过争取各类“三农”数字化转

型试点工作，浙江省农贷移动作业平台、微信办贷 2.0 版

以及掌银无纸化签约均在马屿支行率先试点，为“惠农 e

贷”的线上化、批量化、无纸化运作提供了前期探索经验。

徐丽芳说：“现在很多时候村民和合作社都会主动打

电话过来，我们整村授信的工作推进得很顺利。”截至目

前，马屿支行发放农户贷款9.5亿元，惠及农户3500余户，

创建“金融自治村”54 个、信用村 7 个。徐丽芳告诉记者，

现在这只是纸面上的一串数字，但这个过程历经农行马屿

支行三任行长的努力。

【深秋稻香，金穗助力】

“在农村金融工作里，每一串数字的背后，其实都藏着

一个家庭甚至一整村的幸福。”说这话的人，是农行马屿支

行乡镇挂职干部叶昌寅。

“前些年，镇里的小村并大村，很多农户一家五六口人

还住着一间小房子，镇政府为了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推

出集聚房项目。”金马佳园就是其中之一。金马佳园位于

五甲村，总投资5.3亿元，共计644套住宅。

为了推进这一庞大项目的实施并降低其融资成本，马

屿镇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终决定采纳农行的融

资方案。

项目启动后，叶昌寅带着农行马屿支行的员工协助

镇里开展工作，“集聚房的房价只有四千多元/平米，不

到市场价的一半，申请数超过 2000 户，每户都需要我们

去实地审核资质。”叶昌寅与马屿支行的另外 7 位员工分

成 4 组推进进度。“他们的老房子真的很差，有些还是木

制土砌的。”不少村民家中仅剩老人和小孩，看到这样的

场景，叶昌寅不由加快工作进度，经常回到家时，已经是

凌晨 12 点，“能早一天完工，他们就能早一天住进新房

子。”

申购过程中，叶昌寅发现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老百姓

面临购房资金不足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农行马屿

支行直接为他们对接了“农民安家贷”，共计为560多户农

民提供了按揭服务，投放了3亿元的贷款。

金马佳园顺利交房，周边配套很快跟进，镇上最好的

中心小学在这里设立了分校，投资 5000 多万元的镇级文

化中心也在附近建成投入使用。“城里人有的，我们也都拥

有了！”这些变化，让搬进金马佳园的村民们欣喜不已。徐

丽芳说：“当时我们全体客户经理都在加班加点处理按揭

申请，生怕耽误了老百姓的购房计划。有笔申请来自大南

乡山区的张大叔，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这次机会非常难

得，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儿子的婚房就没着落了。”了

解情况后，徐丽芳帮他成功申请了“农民安家贷”，最终顺

利住进了金马佳园的新家。儿子结婚时，张大叔还不忘到

农行马屿支行送上喜糖表示感谢。

【温馨家园，解困暖心】

新农人讲解无人机播种方式

客户经理查看茶叶种植情况

大堂经理引导客户使用自助机具

客户经理了解番茄种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