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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支行负责人吴丹红就农行信贷支持“美丽乡村”建设接受媒体采访桐庐县支行负责人吴丹红就农行信贷支持“美丽乡村”建设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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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扬在“三农”大地上的鲜艳红旗
——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美丽乡村贷”贷出美丽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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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的绿色革
命正在发生。

自中国经济步入
“新常态”以来，绿色
金融开始站到了起飞
的“风口”上。银行业
已开始将绿色信贷理
念融入于银行的“血
脉”之中，中国银行业
向绿色金融转型升级
的进程正全面提速。

2015 年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发布，提出
要建立绿色金融体
系，推广绿色信贷。
同年11月，中共中央
首次将绿色金融列入
五年规划纲要。

探索绿色金融，
杭州乃至整个浙江敢
立潮头。在“十三五”
其间，杭州将积极发
展绿色金融体系和绿
色产品体系。放眼浙
江省全局，保险、证券
等各类金融机构更是
发挥自身优势，创造
性地推出各类绿色金
融模式，点燃绿色经
济发展激情。

如果生态建设是一场艰苦的战役，那么资金无疑是决

定成败的粮草。

2013年年底，“五水共治”的号角在之江大地上吹响。

面对绿色金融大潮袭来，眼光敏锐的浙江本土金融机构嗅

到了其中的机遇，以“五水共治”破题绿色金融，不断创新

绿色信贷模式。

探索银租合作、开辟“绿色通道”……浙江银行业

多渠道、多方式，合力保障“五水共治”资金需求，深化

绿色金融服务。记者从浙江银监局了解到，截至 2015

年末，浙江省 12 家银行为支持“五水共治”各项融资余

额 986 亿元，同比增加 27.29%；支持项目 631 个，同比增

加 147 个。

对于大多数环保企业来说，轻资产、缺乏有效抵押物

往往是其成功融资的“拦路虎”。面对信贷资金审批慢与

工程进度时间紧张的矛盾，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创新

优化“五水共治”专项信贷产品，解决财政先支后收融资

难题。到 2015 年 9 月末，五个县市共支持“五水共治”项

目6个。

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过程中，探索

与专业机构的绿色金融合作是银行机构的一大战略。

2015年8月22日，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与华东林交所达成战

略合作，双方将积极推动林业金融转型升级。

绿色金融发展扩容
绿色债券、绿色证券
多元化输血“绿色经济”

除了绿色信贷外，绿色债券、绿色证券、绿色保险、

环境基金等多元化、全方位的绿色金融产品正加快绿

色金融落地生根，为浙江绿色发展源源注入动力。

据了解，2015年12月22日，央行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推出绿色金融债券，供金融机构通过债券市场

筹集资金支持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

色产业项目。

同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印发了《绿色债券发行指

引》，进一步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对节能减排、发展节

能环保产业等方面的作用。至此，中国已成为首个

就绿色债券发行发布指导意见的国家。

在此政策背景下，浦发银行成功发行了境内首

单绿色金融债券。好消息传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

近日又向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发放了3750

万元首笔提款业务，用于该公司节能减排项目。

2015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采用

投贷联动方式，定向发行专项债券设立基金子公司，按

照保本经营原则，采取项目资本金投入、股权投资以及

参与地方投融资公司基金等方式，支持涉及“五水共

治”项目的重大水利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

而绿色证券、绿色保险在我省仍处于探索和摸

索阶段，直接融资在绿色金融领域占比仍较小。但

创新一直是浙江金融血液中的独特基因，对于绿色

金融这一新兴领域，浙江创新的动能尤为显著。

今年来，省内券商加大力度积极推动绿色企业

登陆国内资本市场，切实支持绿色经济。浙商证券

正是典型代表之一。2012年，浙商证券与得邦照明

合作，该企业IPO材料于2014年12月正式为证监会

受理，目前正处于正常审核状态。

与此同时，目前浙江保险业在探索生态、绿色产

业的道路上也已有所成就，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农业

保险、家庭农场综合保险等险种相继面市。据了解，

2014年，龙游县探索生猪保险与无害化处理联动，

利用保险赔款强化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彻底解决了

病死猪随意丢弃甚至流入市场，困扰畜牧产业发展

的一大顽疾。

打造“绿色银行”
浙江本土银行创新“五水共治”绿色信贷模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当前，杭州正在着力推进“两美浙江”、

“三美杭州”建设，全力打造“生产发展、生活
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杭州市财政每年安排10亿
元城乡统筹发展专项资金，其中7亿元用于
美丽乡村建设。

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审时度势，着眼
于服务“三农”大局，创新推出“美丽乡村
贷”，主动对接新型农村金融需求，大力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金融服务。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农行浙江省分
行营业部已在11个乡镇累计投放“美丽乡
村”建设类贷款10.5亿元，有效支持了基础
设施配套、垃圾污水处理、古村落保护等农
村重大工程建设。

鳞次栉比的古建筑、郁郁苍苍的古樟

树、绚烂如霞的荻浦花海、意境悠远的青石

巷子……中国最美县城桐庐县江南古村落

诠释了历史意蕴与现代风情的完美融合，

乡土文化与自然生态的交相辉映。

随着 2011 年和 2013 年浙江省美丽乡

村现场会、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现场会

的圆满举办，江南古村落乡村旅游业迈入

快速发展轨道。其中，桐庐县江南古村落

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慕

名而来，由休闲旅游带动的民宿、农家乐等

新业态蓬勃发展

然而，在人气火爆的背后暗藏的问题

也在不断涌现。随着人气不断集聚，综合

环境的整治升级、明清古建筑及古祠堂的

维护修缮压力开始显现，同时风景点获浦

花海、环溪荷莲等的花木苗木采购需要资

金较大，仅靠当地政府财政补助力有未逮。

2014年根据全省农行统一部署，农行

浙江省分行营业部派出专职骨干挂职江南

镇，在获悉江南古村落有融资需求后，挂职

干部马上将相关信息反馈给支行。

“农村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农民的事就

是天大的事。”桐庐县农行领导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金融服务小组，由支行行长带队

上门与江南镇领导对接。调查、评估、审查

审批，绿色通道，两周搞定，最后成功对江

南镇古村落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放美丽乡

村建设贷款2000万元，用于采购苗木及修

缮古建筑。

随着这笔贷款迅速落地，及时地为古村

落生态文明建设加砖添瓦，为古村落更美妆

容画了眉，涂了彩，赢得了政府信赖与百姓

好评。“农行的这款产品简直是为我们量身

定做的。”该行“美丽乡村贷”的针对性、灵活

性、便利性得到镇领导的高度肯定。

如今，建德市乾潭镇胥江村房屋错落有

致，整洁划一。村民饭后沿着宽阔的村主干

道漫步，闲来无事去健身区活动下筋骨，到

村子的小广场上扭一扭小苹果舞，其乐融

融。然而，几个月前，可不是这般模样。河

道拥堵，污水横流，茅草厕所，恶臭熏天，避

之不及。

为进一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打造美丽

乡村升级版，建德市乾潭镇政府着力推进包

括胥江村、梓州村、安仁村、下包村、幸福村

在内的精品村及“风情小镇”项目建设，但由

于财政补助分年度逐步到位，存在较大的资

金缺口，工程施工只能停停做做，不能一

步到位。而涉及改造的乡镇、村庄改善乡村

环境要求迫切，均希望一次性完成工程，两

者的矛盾长时间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建德市农行第一时

间派出专业团队，逐一跟镇、村两级政府沟

通摸底，拜访工程建设主体单位，详细询问

工程建设内容、相关进度、资金缺口，设计综

合金融服务方案，并落实专人全程跟进。

在了解到该项目并无有效足值的担保

抵押后，建德市农行放宽条件，仅以保证方

式，就快速发放了 3000 万元“美丽乡村

贷”。该笔贷款既解决了工程实施的燃眉之

急，有力地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也极大缓

解了当地财政的压力，获得多方肯定。

“美丽乡村贷”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犹

如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三农”大地上，

体现的是农行扎根“三农”、服务“三农”、深

耕“三农”的拳拳之心。

据记者了解，目前，农行浙江省分行营

业部计划将“五水共治”、城镇化、特色小镇、

“两山两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在内的

融资需求，都集中到“美丽乡村贷”平台上

来，将覆盖面从原来的11个乡镇扩展到15

个。同时，该行围绕经济发展中心，积极支

持区域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锐意创

新，灵活适度调整信贷政策，着力优化担保

方式，累计为建德寿昌中心镇建设、桐庐干

堤加固工程发放贷款5.8亿元，有力地支持

了当地“三农”经济发展。

致力中国最美县城古村落保护

致力精品村、中心村、风情小镇建设

桐庐县江南古村落荻村

“办好G20 金融大阅兵”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