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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RONG 5金融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陈柔妤）近日，青田茶文化交
流中心在青田农商银行华侨支行
揭牌成立，这不仅标志着青田茶
文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更开创
了“文化+金融”跨界融合的新模
式，能为弘扬推动青田茶文化的
传承、交流与发展，以及茶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作为全市首家茶文化与金融
融合的创新交流平台，青田茶文
化交流中心突破了传统茶空间
的诸多局限。走进交流中心，只
见金融角陈列着“茶农贷”“非遗
传承贷”等特色产品手册；文化

区定期举办“华侨茶会”，可连线
海外茗茶品鉴活动；创客空间则
为茶企提供品牌策划、电商运营
指导。

“如果没有农商行的‘茶企发
展贷’，我们的智能化生产线根本
无法落地。”轩德皇菊负责人俞亚
明激动地说，企业刚刚获得了 300
万 元 贷 款 ，即 将 开 启 数 字 化 改
造。数据显示，青田农商银行已
累 计 向 全 县 发 放 茶 产 业 贷 款
5848.22 万元，它们像血液一样滋
养着青田茶产业链的每个环节。

正是有了金融“活水”的灌
溉，青田茶产业焕发新生。目前，

全县茶园面积达到 2.13 万亩，年
产茶叶 595 吨，创造了近 6000 万
元产值，茶产业正成为当地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柱。

就在青田茶文化交流中心成
立之际，文化区里正连线海外茗
茶品鉴活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
的育才现代汉语教室内，10 余名
金发碧眼的孩子屏息凝神，跟随
茶艺师指导体验中国茶道。而他
们手中捧着的，正是来自万里之
外的“青田御茶”。“这不仅仅是一
次文化活动，更是一次文化认同
的播种。”西班牙西中友好合作协
会主席王新特说。

作为青田的传统特产之一，
茶叶在当地有着千年栽培历史，
也孕育了深厚的茶文化。“茶文化
的传播需要当代语境的创新表
达。青田茶文化交流中心的成
立，恰似一座桥梁，将茶文化与金
融紧密相连。”青田县茶文化研究
会会长李飞林表示，接下来，中心
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整合各方
资源，举办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活
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青田
茶、青田茶文化。同时，还将加强
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为茶农、茶企
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的金融服务，
助力茶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开启“文化+金融”发展新篇章

青田以金融“活水”浇灌千年茶香

近日，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明山街道云景社区联合水阁派出所、云景警务室等单位，开展“邻居·楼下见”反诈主题邻里节活动，
通过互动游戏等形式宣传反诈知识，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梁旭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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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莲
公宣）日前，丽水市公安局莲都区分局
与浙商银行丽水分行携手打造的“省内
居民身份证代办点”正式启用，标志着
居民身份证业务办理迈入“政务+金
融”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为市民提供了
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

在浙商银行丽水分行大厅内，崭新
的身份证自助办理设备吸引了不少市民
围观。当天10时的揭牌仪式现场，工作
人员向市民详细演示了身份证自助办理
全流程：通过先进的自助设备，依次完成
人脸识别、指纹采集、电子签名、扫码缴
费等操作，整个过程仅需5分钟。小朋友
屹屹在家长的陪同下，顺利完成了身份

证首次申领。办理完成后，身份证将通
过免费邮寄的方式送达市民手中。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代办点已全面
开通省内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到期换
领、遗失补办、损坏换领等多项业务。市
民在现场自助采集身份信息后，公安机
关将在线上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申
请即时办理，实现全流程网上操作。

莲都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一代办点的设立，是“互联网+政务服
务”向基层延伸的重要实践，也是政务服
务“增值化”改革的积极探索。通过与金
融机构的合作，将公共服务的触角进一
步拓展，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高效的政务服务。

开启“政务+金融”便民新模式

浙商银行丽水分行
居民身份证代办点启用

本报讯（记者 麻东君 樊文滔 通
讯员 姚建峰 吴文波）6月 3日，钱江源
—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保护中心、庆元
农商银行以及百山祖村等 13个行政村
举行三方签约仪式，这意味着集体林地
地役权补偿收益质押贷款战略合作正
式落地。

政银村三方携手，创新生态金融模
式，向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
区）庆元片区 13 个行政村“整村授信”
8460 万元，让 21.9 万亩林地地役权从

“沉睡”中苏醒，成为农户的“融资金钥
匙”，为“两山”转化搭建起高速通道。

此次合作以《林地地役权补偿收益
质押贷款三方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
构建“政府审核+银行授信+村社管理”
全链条服务体系。国家公园保护中心
履行行政监管职能，审核权利人资格，
提供清单，发放补偿费并办理质押登
记，筑牢金融创新合法性根基。

村民委员会承担基层治理职责，通
知农户变更账户，协助办理手续，贷款
逾期时配合扣划资金，实现闭环管理。
庆元农商银行发挥专业优势，设计专项
产品，贷款额度高，农户享受优惠利
率，还开辟绿色审批通道，提升融资效
率 60%以上。通过标准化流程，生态保
护权益转化为金融资产，破解了山区农
户融资难题。

集体林地地役权补偿收益质押贷
款，将未来收益“变现”为当下资本。
据测算，庆元片区 13 个行政村的集体
林地地役权补偿收益年均超 500万元，
20倍杠杆可撬动近亿元金融资本流向
乡村产业。

“我们村 2024 年林地地役权补偿
收益有 241.3万元，按照这个收益金额，
最高可贷款 4800 万元，这些资金可用
于村里林下经济种植、民宿升级等生产
经营活动。通过整村授信的方式，可以
说‘一次签约，全村受益’。”百山祖镇
百山祖村党支部书记吴小荣说。

除了通过整村批量授信，大幅降低
农户融资门槛，金融机构还以优惠利率
政策，“真金白银”为乡村振兴“减负”。
执行利率较同类产品低约 181BP，首年
预计节省利息超 500万元，贷款用途广
泛。

这种生态金融创新实现了生态经
济双轮驱动。一方面激励农户参与生
态建设，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8460
万元金融“活水”灌溉绿色产业，预计带
动片区农户年均增收 18%。未来，庆元
县将以此为起点，拓展绿色金融产品，
推动生态权益融资模式全域推广，绘就

“生态美、百姓富、产业兴”的共富新画
卷，为全国生态功能区实现“两山”转化
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庆元样本”。

政银村三方携手 创新生态金融模式

庆元21.9万亩林地实现“绿色变现”

本报讯（通讯员 周敏慧）为提高农村群众反假
货币意识，筑牢金融安全防线，近日，中行丽水市分
行在人行丽水市分行牵头组织下到莲都区碧湖镇开
展反假货币宣传活动，以精准服务守护农民“钱袋
子”。

活动现场，该行工作人员用真币和假币样本对比
教学，村民们围在宣传台前，争相学习识别假币知
识。“大家记住这个口诀：一转看变色，二摸感凹凸，三
听辨声响。”工作人员拿着新版人民币，边演示边讲
解，“特别是收粮款、卖菜钱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
眼。”“大娘，您看这张钞票，摸这里的花纹是不是有凹

凸感？”一位农户现场实操后感慨：“哎呀，还真是！以
前都没注意。”在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下，村民们纷纷
点头称赞，表示这样的宣传活动非常值得大家积极响
应。

假币流通会破坏农村市场的诚信环境，损害农
民、商户的合法权益。许多农民朋友因缺乏识别假币
的知识，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因此，掌握基本
的假币识别技能至关重要。下一步，中行丽水市分行
将持续深入农村，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演示等宣
传方式，普及反假货币知识，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的安全与活力。

中行丽水市分行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活动

为村民上了一堂实用“货币安全课”

本报讯（通讯员 刘苏美 张迪媚）近日，中国人民
银行丽水市分行青田营管部联合农行青田县支行在
青田县方山乡创新开展“存款保险+农遗文化”主题宣
传活动，让金融安全守护与千年农遗文化实现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时空对话”。

在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博物馆前，农行青田县支行
工作人员设立了宣传咨询台，悬挂了“存款保险十周
年，守护存款更安全”横幅，并向过往居民和游客发放

《存款保险条例》折页。同时，工作人员将存款保险知
识编成农事谚语风格的顺口溜，向大家开展融合农遗
元素的存款保险知识有奖问答，将金融知识简单化，

在轻松氛围中掌握金融知识。
“您的存款保障就像这稻鱼系统，存款保险就是

护田的堤坝。”工作人员用生动的比喻，在传统农具展
示区讲解存款保险机制。现场还设置了“共生之道”
互动墙，参与者可将写有金融疑问的稻穗贴纸投入保
险鱼篓，收获专业解答的同时，还能体验古法夯土筑
堤的农遗技艺。通过此次活动，方山乡居民对存款保
险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下一步，农行青田县支行将继续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宣传模式，为地方经济发展与百姓
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农行青田支行

开展“存款保险+农遗文化”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