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心支农促发展 金融惠民显担当
厦门农商银行内厝支行持续把创新产品、优惠政策、金融资源下沉到乡村振兴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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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古坑村蔡坝的山道拾路而上，
远处成片的绿意之中，密密麻麻点缀着
黄色、红色的小点。走近一看，白枇杷
树枝繁叶茂，枝头挂着的黄红小点不是
果实，而是保护枇杷果实的套袋。套袋
中，一颗颗成熟或即将成熟的白枇杷饱
满丰盈，静待上市。

“这片白枇杷我已经种了四年，今
年迎来第一次大丰收。”合作社负责人
苏水源解开套袋，顺势拧摘下一串枇
杷，轻松剥开其中一颗的果皮，说道：

“看，这个白枇杷皮薄易剥、肉质细腻，
还十分甘甜，口感很好。”

与常见的黄肉枇杷不同，白枇杷果
皮颜色浅，呈现淡黄色，果肉是白色的。
咬一口，汁水横溢，果香充斥口腔，让人
回味无穷。苏水源说，白枇杷的甜度比
普通枇杷高很多，皮又很好剥，很受欢
迎，“目前成熟的枇杷是早熟品种，售价

高，1公斤卖到100元，供不应求。”
苏水源的这片枇杷林共有6亩，种

有“三月白”“白早钟3号”“早白香”“白
雪早”“白早钟8号”“香妃”“阳光70”七
个枇杷新品种，采摘期从3月中旬一直
持续到5月中旬。

这些新品种是2019年12月同安区
农村经济发展中心从福建省农业科学
院引进的。种了40多年龙眼的苏水源
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在自家
果园里选了合适的地块种下这批白枇
杷，悉心照顾果树成长。

“我长期种龙眼，四年前种下枇杷
的时候，我是抱着试看看的想法，毕竟
之前都没有种植经验。”穿梭在这片自
己看着长大的枇杷林里，他坦言。四
年来，省、市农业专家成了苏水源的

“智囊团”，为枇杷新品种种植提供技
术帮扶。

“厦门农商银行陪伴着我们从零起
步，并在公司成长的几个关键点及时给予
帮助，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厦门米兹
净水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许先生是翔安
区内厝镇本地青年，几年前和朋友回乡创
业，想法、技术都有了，但缺乏资金。厦门
农商银行为许先生量身定制了一套信贷
支持方案，积极运用“青年创业贷”等产
品，有效解决农村青年回乡创业建设的资
金难题。

“我们是科技型公司，又在创业初期，
抵押物少，资产少，很难获得贷款，没想到
厦门农商银行给了我们第一笔贷款，手续
简便、利率优惠、随借随还，这对于创业者
来说简直是及时雨。”许先生对厦门农商
银行给予的支持满是感激。2021年，内厝
支行还协助许先生运用“青创贷”贴息政
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用信成本。此外，在
该公司厂房租赁、员工招聘、财务管理等
事务上，内厝支行也给出了很多有效建议
与帮助，助力该公司步入发展“快车道”。
如今，该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专利，产品
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

近年来，随着“强企入厝”计划持续深
入，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在内厝镇落地发
展。内厝支行在服务客户时了解到，不少
创业者、小微企业除有金融需求外，还面
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我们认为，服务实
体经济，源于金融但不止于金融。”内厝支
行行长许金苗说。为此，该支行在深入践
行普惠金融，满足各类市场主体资金需求
的同时，还依托遍布乡村、社区的金融助
理，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地缘、人缘优势，
为创业者、中小企业提供信息融通服务，
包括办公选址、厂房租赁、员工招聘、合作
撮合等，助力实现资源整合、降低信息不
对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一条别具特色
的助企暖企服务路径。

驻点办公+
移动厅堂

金融服务
送到家门口
翔安区内厝镇下辖行政村多，

村民居住较为分散，到银行网点办
理业务免不了舟车劳顿。内厝支
行采取金融助理“驻点办公+移动
厅堂”双重模式，积极为村民提供
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该支行金融助理坚持每周每村
至少入村一次，及时为有金融需求
的村民、企业送上适配的产品和服
务，巧引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金融助理还契合乡村节庆、节日，积
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入乡村活动，
助力提升村民金融素养。

同时，该支行进一步完善
“移动厅堂”服务模式，下沉服

务重心，延伸服务触角，拓展
服务覆盖面，不断提高普惠
金融可得性和便捷性。例
如，近期结合市民卡办理高
峰，该支行依托移动开卡
设备，深入莲前村、许厝
村、莲塘村等村居，开展
集中办理工作，让村民
足不出村即可便捷办
卡。此外，按照“特事
特办”原则，该支行积
极为辖内确有需求
的高龄老人、失能
人员等特殊客群开
辟专属服务通道，
提供上门服务，
保 证 金 融 服 务
最大范围地覆
盖到村居家家
户 户 ，让 优
质、惠民的金
融服务不仅
送 到 家 门
口 ，还 送
到村民的
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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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厦门农商银行的前身农信社开始，村
民存钱、取钱就认准了他们，现在村民办理贷
款创业创富，也找他们。因为他们切切实实地
从广大农民的需求出发，设计产品、提供服务，
为我们办实事办好事。”这是翔安区内厝镇莲
塘村党委书记、主任林华荣对厦门农商银行内
厝支行的评价，也道出该支行所服务的诸多客
户的心声。

多年来，内厝支行立足本土，回归本源，始
终坚持“支农支小”定位，充分运用厦门农商银
行一系列创新产品和服务，持续加大信贷投放，
让小额信贷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农村青年
返乡创业的“第一桶启动资金”；积极联动镇政
府、村委会，携手青年创业促进会、商协会，搭建

“政府+商协会+银行+农/商户”合作平台，做实
做细“整村授信”工程，让优惠政策、金融资源下
沉到乡村振兴一线，助推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
效，真正把普惠金融落实到田间地头。

“海堤葡萄”“芳都杨桃”“黄地脐橙”……在厦门，一个个合作社、地名与
一种种农产品的“组合”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
务，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在加快推进厦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进程中，厦门市农业农村局聚焦优势资源，引进“名、优、特、新”农产品品种，
调整农产品结构，做强做大水果、蔬菜、食用菌等特色产业。那么，看上去不
起眼的农产品如何在广袤乡村激发产业活力？今起本报推出专栏，结合时
令节气，探寻厦门应季的名优特新农产品，敬请关注。

“福村贷”是厦门农商银行为进一步提升
农村集体经济金融服务水平，推动村级集体经
济扩面提质增效，助力实现乡村振兴所推出的
用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专项
普惠型贷款产品。重点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盘活资金资产资源、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物业经济、发展服务经济，为其组织开展复
耕复垦、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产业孵化等经济
活动提供资金保障。

近日，内厝支行持续赋能翔安区内厝镇“党
建富民强村”工程，为内厝镇后田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发放了“福村贷”100万元，有效满足该村
某集体经济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据介绍，该
村集体经济项目年收入预计可达50万元，但在

物业管理、厂房修缮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内厝支行获悉后及
时完成贷前调查、审查、审批、贷款发放等
流程，用“农信速度”助力项目顺利推进，
以金融杠杆撬动乡村“沉睡资产”，让农
村要素“活”起来、“动”起来，为规模小、
产业单薄的村财增收提供了新样板。

未来，在厦门农商银行总行的带领
下，内厝支行将持续聚焦“党政所需、农村
所缺、农民所盼、农信所能”，不断深化“党建+
金融助理+多社融合”模式，进一步做实、做细、
做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综合金融服务，着力盘
活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为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上周二，内厝支行金融助理来到莲塘村村
民老林的蔬菜大棚，面对面了解农户金融需
求，讲解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为老林测算了贷
款额度。

“我打算扩建大棚，正为资金不足发愁，便
咨询了内厝支行派驻在我们村的金融助理，他
们立马就上门服务了。”眼看着经营资金有了
着落，老林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以前，
我们农民要贷款可不是容易事，要有抵押，要
请人担保，额度还不高。现在，内厝支行为我
们村办理了整村授信，我根据测算预计能贷款
50万元，而且是纯信用，有农商银行这个坚强
后盾，我们经营生产更有底气了。”

正在自建房装修工地忙碌的莲塘村村民
小林，也是内厝支行“整村授信”服务的受益
者。他有一栋270余平方米的自建房，临近内
厝镇工业园区，租房市场前景很好，小林打算
修缮后用于出租，但苦于资金不足，好在通过
内厝支行“整村授信”获得贷款30万元。如今
自建房的装修工期已进入尾声，周边不少企
业、员工陆续上门洽谈租房事宜。“今年的收入
应该会比往年好。”小林充满期待。

近年来，“整村授信”已成为内厝支行常

态化重点信贷工程，也是服务
地方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要举措。该支行积极联动镇政
府、村委会，围绕致富带头人、
普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等群体的实际需求，稳
步推动“整村授信”工程
增量扩面，有效提升信
用主体信贷获得便捷
性，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截
至目前，内厝支行完成内厝
镇下辖所有行政村“整村授
信”，其中，为致富带头人预授信129
人，金额超3800万元；为村居自建房
需求客群预授信 400 人，金额达
8000 万元；为村集体合作社、新
农主体预授信 130 户，金额达
1200万元；为内厝青年创业促
进会、商会预授信200户，金融
达7000万元，持续推动农民富、
产业旺，助力乡村振兴结硕果。

枇杷最早记载于《莆田县志》：“枇杷，夏初成熟，色
黄味酸”，因其叶形似琵琶而得名。

枇杷中含有苦杏仁苷，有润肺、止咳、去痰的功效，适
用于治疗各种咳嗽，尤其黄痰患者适量食用有很好的缓
解效果。枇杷中有比较丰富的β-胡萝卜素，对于保护视
力和促进儿童的身体发育有着重要作用。此外，枇杷中
含有的有机酸能够刺激消化腺分泌，可增进食欲，帮助消
化、吸收，有助于改善消化不良。

厦门市绿惠园
果蔬专业合作社

二维码

“三分种，七分管。”为了让“娇气”
的枇杷在古坑村扎根，合作社改进种植
方式，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疏花疏果、套
袋、绿色防控……一项项农业技术让苏
水源有了底气。

他解释道，白枇杷皮薄，容易裂果，
套袋可以让果实与病虫害、尘土有效隔
离。套袋前还要疏果，确保每串枇杷的
个数保持在4个至6个之间，提升枇杷
的品质。历经四年，苏水源的枇杷今年

实现量产，“400多株枇杷树预计产量可
达7500公斤，比去年增产一倍。”

“厦门种植枇杷的合作社、农户并
不多，大多是房前屋后零散种植，绿惠
园是目前全市唯一也是第一个连片种
植枇杷的合作社。”厦门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黄永修说，今年绿惠
园将扩大枇杷种植面积，新种600株，
此外还希望鼓励带动更多合作社、种植
户参与种植，发展枇杷新品种。

开局看农商 实干启新篇 系列报道之❻

文/本报记者 吴晓菁
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
连日来，在同安区的厦门市绿惠

园果蔬专业合作社里，漫山遍野的白

枇杷迎来丰收，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
来，抢“鲜”采收着属于这个春天的一
口鲜甜，空气中弥漫着枇杷成熟的香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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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农商银行内厝支
行持续完善网点服务。

厦门农商银行内厝支行金融助理深厦门农商银行内厝支行金融助理深
入田间地头入田间地头，，深耕乡村金融服务深耕乡村金融服务。。

小贴士 枇杷的功效

白枇杷果香肉甜，早熟品种售价不低但供不应求

农业技术助力，预计产量比去年增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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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水源苏水源（（右右））和农技师探和农技师探
讨白枇杷的种植讨白枇杷的种植。。

▶▶在共青团厦门在共青团厦门
市翔安区内厝镇委员市翔安区内厝镇委员
会主办会主办、、内厝青创会承内厝青创会承
办的青年创业就业政策办的青年创业就业政策
宣讲会上宣讲会上，，厦门农商银厦门农商银
行内厝支行送上行内厝支行送上““金金

融惠民大餐融惠民大餐””。。

▶▶厦门农商厦门农商
银行内厝支行客银行内厝支行客
户经理走访企业户经理走访企业，，
精准提供服务精准提供服务。。

▶▶厦门农商银厦门农商银
行内厝支行行内厝支行““移动移动
厅堂厅堂””走进新垵村走进新垵村，，
服务村民便捷办理服务村民便捷办理
市民卡市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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