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农行厦门农行
工作人员走工作人员走
进蔬菜大棚进蔬菜大棚，，
了解农户金了解农户金
融需求融需求。。

（（资料图资料图））

▶▶厦门农行工作厦门农行工作
人员送金融服务进人员送金融服务进
工地工地。。 （（资料图资料图））

▲▲市民在厦门农行打卡点合影留念市民在厦门农行打卡点合影留念。。

◀◀厦门农行工作厦门农行工作
人员为市民介绍人员为市民介绍
乡村振兴金融产乡村振兴金融产
品品。。

▼▼厦门农行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调研。（（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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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本报记者 严明君
本版图/厦门农行 提供
品美食、赏民俗、看非遗、闹元

宵。2月5日晚，“福满五显·喜乐元
宵”活动在同安区五显镇侨安社区（竹
坝）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农业银行
厦门市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农行”）与
五显镇人民政府、同安区文旅局、同安
区金融办、竹坝华侨农场主办，厦门农
行通过“元宵特色打卡集福”活动和

“鹭享惠”美食优惠券等形式，将金融
元素和传统文化巧妙融合，为市民游
客带来了涵盖“文、食、玩、购”的精彩
农文旅体验，营造欢乐祥和的幸福年
氛围。

当晚，潇潇春雨阻挡不住市民游
客在五显镇闹元宵的热情。千灯万
福，共庆佳节。绚丽的烟花表演、精彩
的舞龙舞狮、有趣的兔子花灯DIY……
一系列精彩活动让男女老少沉浸其
中。特别是厦门农行带来的“元宵特
色打卡集福”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
客参与。“耶！元宵快乐！”市民徐阿姨
一家人跟随着游灯队伍巡游，一路沿
着厦门农行的“农行掌银送好礼”“办
数币 领红包”“办个人养老金领红包”

“乡村振兴组合拳”和“消保有我”打卡
摊位，开心地比起了手势合影，并拿出
手机扫码完成小任务。随着五个印章
的集齐，徐阿姨的孙女如愿拿到了心
仪的小礼品，蹦蹦跳跳地分享她的喜
悦。正月十五猜灯谜，欢欢喜喜闹元
宵。现场，厦门农行还将金融知识、消
费者权益保护知识融入猜灯谜活动
中，市民游客纷纷伫立在写着谜面的
灯笼前猜金融用词、猜电信诈骗骗局
等，在体验竞猜乐趣之余，拓宽个人金
融知识面。

“看完花灯肚子饿了，来吃烤肉
串、喝玉米汁，领了农行的优惠券，确
实便宜了不少。”在“品福味”特色美食
市集，市民林先生通过农行掌银“鹭享
惠”智慧商圈，以20元购买到了30元
的代金券，和家人一起大快朵颐。据
了解，为拉动当地文旅消费，厦门农行
联合五显镇政府特别在此次活动的美
食展区举办文旅消费活动，市民游客
通过扫码可领取微信立减金红包、登
录农行掌银“鹭享惠”智慧商圈可领取
优惠券，在农行合作商户摊位核销使
用。

2022年，厦门农行与同安区政府
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给予同安区
1000亿元的意向性授信额度，聚焦同
安乡村振兴、新城开发、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转型升级、民营小微以及对台
合作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提供
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截至目前，厦门农行在助力建设
富美新同安相关工作上硕果累累：与
同安17个村居进行党建共建，选派
11名干部作为金融助理赴各镇街挂
职，融入一线服务阵地；与市农业农村
局独家共建的“厦门市集体资产管理
平台”在同安区洪塘镇试点成功并实
现辖区8个镇街全覆盖，助力数字乡
村服务水平提升；全力支持现代都市
农业发展，加大对种苗、预制菜等重点
行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
持，创新推出“惠农e贷”，为同安75
个村居近350户村民建档，有效降低
村民融资成本；在军营村设立厦门农
行全市首个惠农通服务点，积极打通
金融服务乡村的“最后一公里”；2022
年共开展“金融服务下乡”活动近350
场，累计为村民发行市民卡超3.2万
张。此外，还积极推动同安农银村镇
银行持续扩大对农户金融的支持力
度。

对于五显镇，厦门农行同安支行
负责人介绍，去年，该行选派干部赴五
显镇人民政府挂职金融助理，积极推
介五显品牌，主动为企服务，持续支持
村民增收致富。“厦门农行同安支行以
金融之力，积极支持镇上农业产业发
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帮助当地百姓
致富，是我们的金融好伙伴。希望接
下来政银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
把五显镇建设得更好。”同安区五显镇
相关负责人说。

厦门农行乡村振兴金融部负责人
表示，厦门农行将以此次活动合作为
新起点，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实
举措持续做好同安区的金融服务，通
过加强银村共建、加快数字乡村建设、
加强信贷支持力度、协同同安农银村
镇银行共同服务等方式，进一步提升
农行服务乡村振兴覆盖面，助力区域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好吃好玩享优惠
金融元素添彩佳节

融资融智办实事
助力建设富美新同安

亮点

赏灯猜谜品美食 金融送福欢乐多
厦门农行参与主办“福满五显·喜乐元宵”活动，市民游客畅享“文、食、玩、购”精彩农文旅体验

融 强 美 富 智
五个字解读厦门农行新一年惠农方向

响应近期厦门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相关要求，2023
年，厦门农行将围绕“融、强、美、富、智”五大方向，助
力我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融”字结合，实现多方合作共赢：主动融入厦
门市乡村振兴规划，加大政银企合作力度，推进“财
政+金融”模式落地，凝聚多方力量为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提供支持。

●“强”字筑基，服务农村产业发展：聚焦集体经
济项目、产业化龙头企业、种苗产业、预制菜产业四个
重点，支持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发展乡村产业，健全
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产业综合效
益，将特色产业留在乡村、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美”字增色，服务美丽乡村建设：聚焦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信用村”建设、新型农业主体发展壮大、
乡村旅游开发，重点支持乡村振兴精品村、示范村建
设，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富”字为本，服务农民增收致富：将“惠农e贷”
作为服务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精准聚焦目标客
群，以点带面，用信贷资源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
富。

●“智”字赋能，服务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打通
物理网点、惠农通服务点、三资平台和掌银等现有涉
农服务渠道，构建完善线上线下融合的一体化金融服
务渠道，提升“三农”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覆盖面。

厦门农行
打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样板

加大涉农信贷投放
支持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聚焦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资
金需求，厦门农行在同安区、翔安区
以纯信用方式推出“火龙果贷”“胡
萝卜贷”等特色农产品贷款，创新上
线“惠农e贷”“金穗农担贷”等特色
产品，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据悉，以

“一村一品”为主要抓手，厦门农行
开展岛外行政村“整村推进”服务，

逐步形成以特色服务为品牌的村居
农户金融服务体系。

根据厦门“两头在厦、中间在
外”的现代农业发展思路，厦门农行
加大对蔬菜种苗、生猪供应等涉农
企业的支持，目前与52家国家、省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成了全
面合作。

推动产业融资模式落地
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为破解村集体盘活闲置集体资
产的难题，厦门农行创新推出了“江
村模式”，落地全市首笔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发展建设项目贷款，以农村
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作为承贷主
体，为湖里区江村社区发展中心二
期项目投放项目贷款1.36亿元，用
于建设保障性租赁用房。该模式在
贷款期限、利率、还款方式方面更加
贴近村集体需求，既能推动村集体

增收，还能帮助村民致富，为解决岛
内公租房问题提供了新方案。

目前，厦门农行按照“一村一案”
的方式，持续加快与岛外四区对接，
围绕工业集中厂房、长租公寓等集体
资产，探索村集体自主开发、委托运
营，政府统筹开发、自主运营，以及民
营资本参与代建运营等模式，加大闲
置资产盘活力度，设计共赢配套方
案，提升村集体内生发展能力。

强化金融科技运用推广
支持智慧乡村治理

为协助政府有效管理规模庞大
的农村集体“三资”、进一步盘活农
村资产资源，厦门农行主动对接市
农业农村局，共建“厦门市集体资产
管理平台”，涵盖业务管理、股权管
理、银村直联、阳光公开、预警监督、
征改拆等9大功能，并在岛外四区
率先上线。该平台为提升乡村治理
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得到
了已上线的各类经济合作社、村居、
街道的认可。

不仅如此，厦门农行还将数字
人民币推广和服务乡村振兴有机结

合，创新特色消费活动。去年世界
环境日，厦门农行与厦门产权交易
中心联合举办“农业碳汇交易助乡
村 数字人民币万人购”活动，吸引万
名个人通过农行掌银使用数字人民
币购买莲花镇农业茶园碳汇，共同
支持生态建设和资源保护；在2022
年的厦门日报社读者节上，厦门农
行以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的身份参
展，邀请本地优质农特产品商户到
场，将“数币”和“村品”深入结合，在
提供便捷金融体验和消费福利的同
时，携手市民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
厦门农行运用丰富的金融工具，引
入汩汩金融活水：成功入围福建省
首支乡村振兴基金定向合作银行，
承销首单乡村振兴债务融资工具
——厦门象屿股份乡村振兴债 3
亿元，引入社会资本支持乡村振
兴；与同安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提供1000亿元意向性授

信额度，提供全方位综合金融服
务。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厦门农
行网点主动向岛外新兴镇街、新兴
工业园迁址，并在同安军营村、集美
坑内村、海沧锦里村、翔安黄厝村开
设“金穗惠农通”智慧服务点，解决
村民办业务的难题，进一步延伸服
务网络。

助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共建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在在““福满五显福满五显··喜乐元宵喜乐元宵””活动中活动中，，市民游客猜灯谜市民游客猜灯谜。。

点击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要部署，厦门
农行围绕“乡村振兴领军银行”战
略定位，持续为我市因地制宜发
展现代农业、打造美丽乡村、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等贡献金融力量，

助力厦门走出有特色的“城乡融
合”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2022
年末，厦门农行涉农贷款余额较
2022年初增长了31%，其中农户
贷款超800户，贷款余额超1.2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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