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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厦门农行深入服
务厦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融入先进制造业
倍增计划、科技创新引领工程，获评“厦门火炬
高新区2022年度优秀合作金融机构”；用好“财
政政策+金融工具”，技术创新基金贷款保持全
市份额领先；积极拓展“朋友圈”，与轨道集团、
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拓宽合作领域和交流渠
道，推动多个便民利企项目落地落实，切实提升
金融获得感。同时，该行还陆续落地了全市首
笔基础设施基金项目配套融资贷款、全市首笔
煤炭清洁利用再贷款、农业银行系统内首单产
业园公募REITs托管业务。

立足厦门外向型经济特点，厦门农行积极

拓宽融资渠道，加大信贷支持。其中，该行大力
支持综合改革试点、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今年
上半年，本外币对公贷款总量突破千亿元，较年
初增加近百亿元，增速近11%；助力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厦门自贸片区
建设，上半年国际贸易融资量增幅近16%，跨
境人民币结算量增幅近24%。

此外，厦门农行积极服务中欧（厦门）班列运
行，助力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试点城市建设，在
同业间率先实现铁路运输单证项下本外币结算、
信用证开立及贸易融资服务全覆盖，并成功开办
了“单一窗口”贸易融资、“单一窗口”海关付税保函
等创新业务，让进出口企业结算融资更为便捷。

引金融活水 润特区沃土
厦门农行助力厦门市政府债券柜台发售，顺利完成6000万元分销额度

文/本报记者 陈敏
通讯员 侯乐珊 林立

图/厦门农行 提供
昨日，2023年厦门市政府债券

柜台发行正式开售。作为本次厦门
市政府债券发行的主承销银行之一，
以及厦门市政府债券柜台发行的牵
头承办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市分
行（以下简称“厦门农行”）充分发挥
网点及线上宣传优势，全市70余家
农行网点同时发售，仅用22分钟就
顺利完成了6000万元债券分销额
度，提前完成本次分销计划。

此次助力厦门市政府债券柜台
发售，是厦门农行积极响应市委市政
府号召，服务地方发展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近年来，厦门农行积极参与
厦门市地方债发行承销工作，长期担
任厦门市地方债主承销行，运用农业
银行在债券业务方面的深厚优势，为
厦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动
力。历年来，厦门农行地方债年承销
量均位居同业前列。

精心筹备
充分宣传
支持债券
柜台发售

“购买厦门市政府债券不仅有稳
定的收益，流动性还强，我也算是通
过购买债券间接为厦门城市建设贡
献了一份力量。”昨日，厦门市民李阿
姨早早到农行柜台，办理了厦门市政
府债券的认购。

据了解，本次厦门市政府债券期
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3%，募集的
资金将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
设。

为保障本次厦门市政府债券顺
利发售，厦门农行成立了专门的工作
领导小组，扎实开展宣传推广、渠道
安排、营销培训，客户摸底及购买操
作指导等工作。其中，依托农行网点
优势以及主流媒体、银行官方自媒体
平台等宣传渠道，厦门农行各营业网
点提前做好了债券销售的客户推荐
工作，为客户详细介绍地方债相关信
息，并通过“线上+线下”宣传为债券
的发售宣传造势。

债券业务
稳步发展
助力降低
融资成本

据了解，农业银行是银行间市场
最大的债券交易商、做市商与承销商
之一，为境内外投资者及同业客户提
供各类专业高效的金融市场服务。

凭借在资金业务、做市交易、柜
台市场建设及债市对外开放等领域
取得的优异成绩，农业银行连续多年
获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央结算公
司、上海清算所等权威机构颁发的各
项荣誉，在人民币债券及柜台债券业
务方面形成了资产规模大、投资实力
强的竞争优势和较高的品牌美誉度。

在地方债领域，农业银行拥有较
强的承销分销能力。2022年，农业银
行在银行间市场地方债承销量超万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通过商业银行柜
台共发行39期地方债，农业银行市场
分销量位于国有四大行前列。近年
来，厦门农行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指
导下和市财政局的支持下，参与了厦
门市地方债发行以来的所有批次公
开债券承销，累计承销金额近300亿
元，为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拓宽
地方债融资渠道积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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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则乡村兴，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厦
门农行牢记服务“三农”初心，持续为厦门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
金融力量。凭借在“三农”领域的持续耕耘，该
行成功入围福建省第一只乡村振兴基金定向合
作银行。

目前，厦门农行已与55家国家、省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成全面合作，对市级及以
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融服务覆盖率达
95%。为满足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资金需
求，该行上线“惠农e贷”“金穗农担贷”等产品，
创新“穗农担”担保方式，助力乡村产业兴旺。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是农民群众关注
的热点。厦门农行与厦门市农业农村局合作，
共建“厦门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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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线“一村一码”功
能，实现“三资”管理功能岛外四区全覆盖，助力
数字乡村服务水平提升。

同时，该行创新推出“江村模式”，投放全市
首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建设项目贷款，用
于建设保障性租赁用房，破解村集体盘活闲置
集体资产难题；按照“一村一案”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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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配套服务方案，加大闲置资产盘活
力度，独家中标全市首个国企运营的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项目融资行资格，促进村集体内生发
展能力持续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优质金融服务直达
村（居）民，厦门农行拓宽服务半径，开设“金穗
惠农通”服务点，实现岛外区域全覆盖，打通金
融服务乡村“最后一公里”。

新市民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近
年来，厦门农行高度重视新市民群体金融供给，
持续在信贷支持、便民服务、金融知识普及等方
面发力，助力新市民乐享美好鹭岛生活。

今年5月，厦门农行同安乌涂“金穗惠农通”
服务点正式揭牌开业。该服务点毗邻的商业街
为厦门市同安区域内人流量最大的商业集中地，
周边覆盖约4万新市民。以乌涂“金穗惠农通”服
务点为支点，厦门农行设立了“金融消保驿站”，辐
射覆盖周边乡镇村民及就业工人新市民客群，实
现了区域内惠农政策传导、开卡、社保业务、惠农
贷款、金融消保等金融服务全覆盖。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3月，厦门银行业保险业首批“金融消保
驿站”授牌，全市共成立59个“金融消保驿站”，厦
门农行选送的14家驿站全部入围，是首批建设

“金融消保驿站”最多的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厦门农行还积极参加市、区政府

举办的各种消费节活动，为广大新市民群体介
绍养老金账户的税收优惠政策、普惠金融产品、
新市民金融服务等。

聚焦大学生新市民客群，厦门农行制定“齐
心”大学生金融服务方案，服务多家高校，为毕
业大学生留厦安居就业发挥农行力量。例如，
联合厦门大学开展“畅吃一厦”系列活动，将深
受同学喜爱的美食店铺整合成“环厦大商圈联
盟”，推出厦门农行信用卡消费满减活动，做大
消费扩面上量提质，提升大学生幸福感。

围绕科创企业员工新市民客群，厦门农行
开展新市民科创企业客群金融服务调研，制定
了“匠心”科创企业员工金融服务方案，在厦门
某高科技企业试点，为其新市民员工定制金融
服务方案，通过上门开展反诈宣传、用卡知识宣
传，为企业员工批量开立工资卡、信用卡，提供
代发工资等服务，服务新市民员工约500人。

多年来，厦门农
行致力于以优质金
融服务供给特区建
设，加大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倾力支
持乡村振兴，助力新
市民品质生活，为厦
门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高效服务 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坚守初心 倾力支持乡村振兴

精准服务 温暖护航“新市民”

厦门农行走
进工地，为
新市民群体
提供上门开
卡服务。

厦门农行工作人员指导客户通过厦门农行工作人员指导客户通过
线上渠道认购厦门市政府债券线上渠道认购厦门市政府债券。。

我市已有
超11万批次农产品
办了“身份证”
市农业农村局解读新修订《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
本报讯（记者 吴晓菁）厦门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洪志

伟昨日接听12345政务热线，解读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他表示，今年来，我市狠抓各项措施落实，稳步
提升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全市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故，农产品质量总体安全、放心。

为充分调动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提升我市农业企业
竞争力，今年我市新出台《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发展若干措
施》，明确对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奖励30万元。今
年来，我市已申报厦门地方农业标准立项4个，申报省级
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1个，申报国家全产业链农业标准
化示范基地2项（其中1项列为备选基地），已开展建设豇
豆标准化生产基地3个。

“我们主要农业企业、合作社生产的蔬菜，都贴着二维
码，消费者可以随时扫码溯源监督。”洪志伟说，我市大力
推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实施
工作、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相衔接，形成互联互通，努力实
现食用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追溯管理。农产品
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两证合一并行”至今，已累
计更新完善生产主体备案700多家，赋码出证11万多批
次，扎实推进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赋码出证。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产”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今
年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财政局印发《厦门市镇街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室建设补助管理办法》，为每个镇街农产品检
测室每年补助工作经费10万元，进一步完善镇街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体系。此外，市农业农村局加快推广运用胶
体金免疫快检技术，截至目前，全市所有涉农镇街均已启
动胶体金快检工作。

今年来，我市深入开展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开展豇豆农药残留攻坚治理和农资打
假专项治理行动，严管重打，全力确保农业生产用药用肥
安全。全市共办理农业行政执法案件46起，罚没款16.88
万元。

洪志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的宣贯工作、推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
溯、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
三年行动、农业标准化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等各项
重点工作的落实，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

加速智慧出行
应用场景落地

T3出行与福建大数据交易所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林钦圣 通讯员 周雨晴）近日，网约车平

台T3出行与福建大数据交易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据介
绍，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智慧出行数据，探索智慧出
行产品研发、应用场景落地厦门、福州等地。

目前，T3出行运营数十万辆智能网联汽车，建立了包
括车辆、视觉、语音数据等在内的大数据生态，积累了海量
人、车、路数据，每天可以产生超过20TB的数据。

据悉，近年来T3出行与各地数据交易机构逐步开展
合作，依托大数据为城市交通发展注入“智慧引擎”。比
如，通过道路交通实时热力图、高峰期平峰期拥堵数据、司
乘出行数据等平台数据与城市开放数据结合，开展交通大
数据应用平台建设，助力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市农业农村局加快推广运用胶体
金免疫快检技术，截至目前，全市所有涉
农镇街均已启动胶体金快检工作，进一
步完善镇街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

●开展豇豆农药残留攻坚治理和农
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全市共办理农业
行政执法案件46起，罚没款16.88万元。

●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
一码”“两证合一并行”至今，已累计更新
完善生产主体备案 700 多家，赋码出证
11万多批次。

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

●今年我市新出台《加快推进农业
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明确对国家级农业
标准化示范基地奖励30万元。

●今年来，我市已申报厦门地方农
业标准立项4个，申报省级畜禽养殖标
准化示范场1个，申报国家全产业链农
业标准化示范基地2项（其中1项列为备
选基地），已开展建设豇豆标准化生产基
地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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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农行走进企业厦门农行走进企业，，了解企业了解企业
金融需求金融需求，，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为其提供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