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瓷都景德镇，是中国最具魅力文化旅游城

市和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之一。近年来，景

德镇积极推进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

努力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推动瓷都走向更

加辉煌。景德镇农商银行深度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主旋律，与之共生共荣、同频共振，大力推广普惠

金融，倾情支小支微、服务实体经济，以金融之力助

推世界瓷都景德镇的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2 年末，

全行存贷款规模达 534 亿元，居本地金融机构第一

位，经营质效持续居于江西辖内设区市农商银行第

一方阵。

看点一：温暖的“新市民景漂贷”

近年来，“景漂”一族在景德镇的数量快速增长，

3 万多名“景漂”的加入，为古老瓷都注入了青春活

力。为了让“景漂”一族把根留住、创业兴业，景德镇

农商银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不断为

新市民“景漂”创客送去金融“及时雨”。

抱朴工作室的“救急款”。

在景德镇三宝国际瓷谷口有一幢古香古色的木

质民房，这里是“景漂”杜少强的抱朴工作室，里面摆

满了修复完好的陶瓷器物。观复博物馆人士一行曾

到访过这里，对他的陶瓷修补艺术给予了点赞。杜

少强今年 33 岁，来自山西长治农村，大学毕业后来景

德镇创业已 16 个年头。作为“景漂”，他历经了创业

的艰辛。前几年受市场等因素影响，订单下降，流动

资金一度陷入困境。杜少强通过当地农商行金融服

务对接会了解到有“新市民景漂贷”这一信用产品，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结果很快就得到陶溪川支行

20 万元的贷款。20 万元款项也许不算多，但在杜少

强看来却是“救急款”。他把钱用在刀刃上，添置新

设备，招收新技师，拓展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一

体 化 经 营 。 渡 过 难 关 的 杜 少 强 ，如 今 生 意 日 渐 见

旺。作为传统手艺人，他带领他的团队将传统陶瓷

修补工艺“锔补”发扬光大，专心安抚破损器物的每

一处伤痕，还原器物最原本的美。

智造工坊的“及时雨”。

在陶溪川邑山智造工坊，我们见到了“景漂”符

祖龙，他的工坊里正生产各种彩釉瓷器。符祖龙今

年 31 岁，南昌人，毕业于南昌大学科技学院，2019 年

来到景德镇创业。他原本学的是自动化专业，后来

自修化学专业，对陶瓷高温釉料配方情有独钟。他

研制出的雾面釉、窑变釉、渐变釉、结晶釉等高温色

釉系列产品，色彩自然，造型时尚，颇受市场欢迎。

他在景德镇创业刚起步，就受到市场等因素影响，生

产资金出现短缺。景德镇农商银行及时为他发放了

15 万元贷款，供他用于购买自动压坯车、上新的注浆

设备等。他非常感谢景德镇农商银行的帮助，说上

半年公司就有几十万元收入，下半年应该会更好。

如今，他一家老小都来景德镇安家落户了。

【调研手记】此心安处是吾乡。“景漂”组成的“新

市民”勤劳、坚韧、蓬勃向上，他们盼望能落脚扎根。

“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不

同场景下均有不同金融需求，如何全面实现精准匹

配，对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据了解，早在 2017 年，景德镇农商银行针对陶溪川创

客群体轻资产特点，创新内部评级指标，推出了“创

客贷”；后来，为降低青年创客融资成本，引入财政贴

息政策，优化推出了“景漂贷”，将青年创客良好的信

用记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去年底，“景漂

贷”再次升级为“新市民景漂贷”，从服务陶瓷行业的

“景漂”群体扩大到全市的“新市民”群体，且对符合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范围的青年创业者和小微企

业实行利率优惠政策。截至 2023 年 5 月末，景德镇

农商银行累计发放“新市民景漂贷”1116 笔，累计发

放贷款金额 2.03 亿元。一大批有资金需要的创业青

年享受到了政策贷款红利。

看点二：受益于财园信贷通的文创企业

陶瓷文创是一条诱人而又充满未知的现代陶瓷

产业新路。

位于景德镇市三宝国际瓷谷的景德闲云居陶瓷文

化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陶瓷文创定制化规模化为特点的

新锐文创企业。公司研发团队强劲，拥有百余项自主设

计研发专利产品，先后获评“全国版权示范单位”“江西

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公司开发了“鹤舞鄱湖”

“福如意”“飞阁流丹”等陶瓷文创产品作为外事礼品和

城市礼物，先后为中国商飞、中国铁塔、vivo等优秀品牌

和企业开发陶瓷文创产品。公司致力于用文创产品讲

述中国故事，讲述品牌故事，讲述陶瓷故事。

说起企业的成功，公司董事长段建平对景德镇农

商银行的暖心帮扶感激不已。他说，有一年该公司从

全国 20多家专业公司中脱颖而出，中标了一家大汽车

品牌公司的文创礼品开发，标的额达 1500万元。拿到

订单的兴奋之余，段建平发现开发资金是道坎，一时

愁上心头。幸好有景德镇农商银行为该公司做后盾，

通过财园信贷通授信 740万元，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让企业规模越做越大，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强。

【调研手记】小 微 企 业 是 城 市 经 济 的“ 毛 细 血

管”。无数关于瓷的梦想在这里落地、生根、发芽，他

们热爱这份泥土的温润，同时也热切期盼金融的扶

持。景德镇农商银行按照省行“四定五进”的要求，

即“定格、定点、定人、定责”“进社区、进商圈、进商

会、进园区、进机关”，把普惠金融的温暖阳光送到每

个角落。尤为可贵的是，该行改变传统的“以产品为

中心”的经营观念，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实际需求不

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

想，从而赢得了受惠企业的由衷赞扬。

横峰：践行“农商为农”的情怀
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横峰农商银行

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扬“背包客”作风，不断夯

实 乡 村 金 融 主 阵 地 ，不 断 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金 融 活

水。截至 2023 年 6 月末，该行今年已投放涉农贷款

16.52 亿元。在金融活水滋润下的横峰秀美乡村正在

向“秀美经济”蝶变。

看点一：助力打造农业“芯片”

种 子 是 农 业 的 基 石 ，现 代 种 业 被 称 为 农 业 的

“芯片”。

江西兴安种业有限公司位于横峰县现代农业产

业园（莲荷乡），是全国“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综

合实力位居省内同行业前茅。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

的科研育种创新团队，设立了以张洪程院士领衔的

院士实验站和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在横

峰县、海南省等不同生态区，以“公司+基地+专业合

作社+农户”模式建立了稳定的标准化种子基地。

横峰农商银行以服务现代农业的眼光和情怀，

充分发挥金融要素对现代种业发展的保障作用，以

种业龙头企业为核心，聚焦种业产业链中制种、种植

养殖等生产环节，推出服务方案，全力支持种业振兴

和科技强农。近年来，横峰农商银行合计向该企业

旗下 2 个公司授信 2270 万元，其中向江西兴安种业

授信财园信贷通 2 笔，金额 980 万元；向江西谷色谷

香米业有限公司授信 1290万元。

看点二：倾情支持生态农业规模化

江西岑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

加工、销售有机绿色农产品及农业休闲观光旅游为一

体的大型农业综合体，是全国巾帼农业示范基地。

公司董事长侯雪娇是一名爱心企业家，同时也

是一名直播带货的网红。她的农业种植基地里有琳

琅满目的南瓜，长势茂盛的葛根……几百亩成片的

绿色农作物生机勃勃。

侯雪娇高中毕业后创业 20 多年，2015 年投身于

绿色生态农业。她以“清香来源原始，纯正出自用

心”的情怀，专注深耕有机健康农产品领域，以绿色

健康为特色，逐步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一条龙、全产业

链条的绿色有机模式。目前，公司解决了 100 多名当

地村民的就业，全年支付给员工的工资 500 多万元。

公司先后荣获中国绿色餐饮企业、全国校园绿色无

污染食品、省市农业龙头企业和现代农业示范园、优

质食材配送先进单位等称号。

侯雪娇说：“做农业要有情怀，敢于为做农业的

企业贷款更要有情怀。特别感谢横峰农商银行对我

们公司的大力支持。”据了解，横峰农商银行为该公

司授信贷款达 600 万元，为岑山生态农业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力。

【调研手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作为农村

金融主力军的横峰农商银行既是责任所系，更是梦

想所在。横峰农商银行切实把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

重点领域，助力县域农业向现代化、规模化发展。因

地制宜，因企制宜，精准施策，量身制定“惠农易贷”

“乡村振兴贷”等多款信贷产品，开辟信贷审批绿色

通道，建立“农商银行+龙头企业+种植养殖户”链式

合作发展模式，提供“一条龙”服务和“全链条”资金

支持，为横峰的强农兴农贡献农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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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力量
——全省农商银行惠民惠企调研行

刘之海 吴艳雯 骆寒蕾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江西辖内农商银行作为“金融赣军”的龙头，朝着资产、存款、贷款“三个 1万亿”目标，加压

奋进、实干争先，在全省拥有 86家农商银行、2300多个支行网点、1.4万个金融服务站，倾情打

造离大地最近、与百姓最亲、跟小微最紧的“百姓银行”。为深入了解全省农商银行践行政治性、

人民性和专业性，落实省农信联社提出的“八行战略”（党建领行、质量立行、合规守行、特色办

行、科技兴行、人才强行、服务暖行、从严治行）的创新举措和亮点成效，近日，本报金融事业部和

省农信联社同志一道，冒酷暑、走基层，从景德镇到弋阳、横峰，马不停蹄深入街头巷尾、田间地

头访小微、访农户，深切体会普惠金融带来的温暖，深切感知金融活水产生的力量。

景德镇：让“景漂”创客不差钱

弋阳：把普惠金融做成“便利店”
如何引导金融活水流向田间地头，是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的“必答题”。弋阳县是革命老区县、西部

政策延伸县。该县下辖 17 个乡镇（街道），人口 42
万，其中农业人口 33 万。作为扎根农村市场、服务农

村群体的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弋阳农商银行对“三

农”的感情最深厚、联系最紧密。正因为如此，弋阳

农商银行在开展整村授信、创新产品支小支微、助力

“三夏”（夏收、夏种、夏管）等工作成了上饶乃至全省

农商银行系统的一面旗帜。弋阳农商银行通过整村

授 信 评 议 产 生 白 名 单 6.56 万 户 ，占 农 户 总 数 的

76.86%，新增授信 18925 户、金额 26.02 亿元，新增用

信 8081 户、金额 15.79 亿元，办贷效率、服务质效均明

显提升。

看点一：整村授信助农增收致富

中畈乡下叶村为弋阳农商银行第一批整村授信

试点村。

谈起整村授信，下叶村委会主任叶长明深有感

触，弋阳农商银行特别重视发挥村干部在当地的作

用，深入每家每户摸清家底，宣传整村授信的意义，

并广而告之如何便捷操作。该村农户 616 户，评议白

名单 454 户，授信 339 户，金额 2970 万元；用信 137 户，

金额 1884.68 万元。通过整村授信，农户贷款就像便

利店购物一样方便，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有了资

金等要素的支持，下叶村从曾经的贫困村一举成为

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一批种植大户也应运

而生。

在下叶村上叶组的成片辣椒地旁，我们见到了

种植大户张细林。他种植了辣椒 180 亩、水稻 1300
余亩。大面积种植需要较大资金投入，弋阳农商银

行中畈支行通过整村授信，为他办理了 30 万元贷款

用于生产经营。目前辣椒长势良好，丰收在望，张细

林预计今年种植总收入将达 100万元。

看点二：重点扶持地方优势产业

弋阳的支柱产业为农业，特色农产品有年糕、大

禾谷、雷竹笋和扣肉。弋阳农商银行在搞好整村授

信的同时，重中之重要扶持农村的优势产业和致富

带头人。

在曹溪镇程畈村程家组，我们看到两个偌大的

新建钢架结构厂房，业主汪长福介绍，其中一个厂房

为稻谷烘干场，里面矗立着中联重科生产的大型烘

干设备；另一个为雷竹笋加工厂房。据了解，汪长福

原在北京从事健身教练，看到家乡环境好便选择回

乡创业。开始做建材生意赚了“第一桶金”，成了当

地的致富带头人。近年发现农产品加工前景好，便

依托当地资源转型做起了农产品加工。为了扩大经

营，去年 10 月在曹溪支行贷款 100 万元，等两个新厂

房投产后，年收入预计可达 110万元。

在曹溪镇横桥村横桥组，这里的房前屋后，乃至

不远处的山坡，总能见到一片片青翠茂密的竹林，这

便是当地的特色产业——雷竹。雷竹以产笋为主，

雷竹笋鲜嫩可口，价钱好时一只雷竹笋可卖到五六

十元，主要销往浙江等地。当地雷竹种植大户余清

发种了 10 多年的雷竹，仅去年就获利 100 多万元。

他非常感谢农商银行的支持，当年他获贷 20 万元，扩

种竹林 60亩，让他竹林地里轮番冒出“金疙瘩”。

【调研手记】弋阳农商银行被列为全省农商银行

乡村振兴整村授信工作试点行，客户经理“上山下

乡”，把银行搬进村里头、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整村

授信转变了村民的金融观念，让农民融资的途径变

得非常便捷，从而不断拓宽农民的增收致富路。普

惠金融如同普降甘霖，但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

滴灌。弋阳农商银行通过打造普惠金融客户专属

的 服 务 平 台 ，开 发 了“ 弋 竹 贷 ”“ 弋 糕 贷 ”“ 弋 贤 贷 ”

“弋雁贷”等特色产品，一笔笔普惠金融贷款流向了

特色优势产业，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特色优势产

业的发展。

（本版图片由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提供）

文祥窑获贷 200 万元，图为该公司技师手绘釉下彩

上门授信忙，大棚绿意浓

陶溪川成了“景漂”创客的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