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田转向“高标准”，每
亩增产百公斤

距离海岸线不足20公里，东台市
弶港镇新先村里曾经的盐碱地已变成
整齐高产的方块田。种粮户蒋进华感
慨道：“多亏了去年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灌溉泵站和渠道都有了，从根本上
保证了耕地的水质水源。以前地里只
能种旱作物，今年我们尝试种上了水
稻，收成很好。”

2021年以来，东台市人民政府印
发了《东台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三年行
动方案》，明确三年内全市建设高标准
农田58万亩，其中新建48万亩、改造
提升10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15万亩。

方案一出，新先村和隔壁的新海
村先行纳入规划，投入财政资金2625
万元，建设起2座灌溉泵站、2条矩形
渠道以及相关配套建筑物。

放眼整个东台市，高标准农田建
设已经成为这个滨海县级市推进乡村
产业兴旺的突破口。东台市农业农村
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东台市
先后投入近30亿元，用于沟塘疏浚、
桥梁扩建、涵闸改造、机耕道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建成141.9万亩旱涝保收、
高产稳产高标准农田。

“农田变成高标准，处处都离不开
金融‘活水’的灌溉。”东台市现代农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崔刚说，高
标准农田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
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连片整理。按照三
年行动方案，东台市通过采取“土地股
份合作社+N（若干特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模式，通过农投公司带动、土地
入股流动和金融杠杆撬动，实现村企
联建项目全覆盖。

结合方案，在人民银行东台市支
行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农业银行东
台市支行迅速行动对接，2022年1月
为东台市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一期1.5亿元
贷款。农业银行东台市支行副行长陈
国伟介绍，除了已发放的一期1.5亿元
贷款，他们目前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

已发起信贷流程贷款1.8亿元，同时也
在对接跟踪梁垛等重点镇区高标准农
田推进项目，大概有2到3个项目，预
计年前可形成实际投放。

人民银行东台市支行数据显示，
至9月末，东台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贷 款 余 额 45.0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9.41%。

“将‘小田’变‘大田’，同时将‘飞
田’‘边角料田’连片整理，可播种面积
大大增加，可以达到5%到10%的土地
渗溢率。”崔刚向记者解释，由此一来
不仅土地面积增加了，产量也上来
了。据估算，高标准农田上小麦单产
稳定在400公斤以上、水稻单产稳定
在620公斤以上，对比以前每亩粮食
增产100公斤左右，粮食产能连续多
年保持在100万吨以上，有效促进了
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
续增长。

“贷”动特色农产品，赋
予更优“信用认证”

临近大雪节气，东台市三仓镇的
西瓜种植户叶礼明正忙着建大棚，为
春节前后移栽秧苗作准备。三仓镇是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东台西瓜”的发

源地，如今已经形成年总产近100万
吨、群众每亩平均收入超万元、惠及
10多万瓜农、产业规模全省第一的

“甜蜜”产业。
“这份甜里离不开银行的支持，我

们买瓜苗、建大棚不用再为钱发愁。”
叶礼明跟记者算账，建一亩地大棚就
要2万元左右，西瓜长成也要3个月，
这期间资金是比较紧张的。

针对西瓜种植户存在的资金需求
短、频、急问题，工商银行东台支行从
2020年创新形成“西瓜贷”特色金融
服务，精准对接瓜农需求提供信用贷
款。工行东台支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5月，已为26户西瓜种植户授
信，总授信额达2000万元。

东台不仅西瓜有名，还拥有东台
大米、许河冬瓜、富安蚕茧等9个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地标总数居全省县
级之首。

“我们结合当地地标资源优势，积
极引导金融机构在农产品品牌质量提
升上赋予更优‘信用认证’。”人民银行
东台市支行行长吕忠文介绍，近年来，
辖区银行机构创新推广“西瓜贷”“村
民贷”等专属信贷产品，研发升级和推
广“苏农云贷”等农户普惠信用贷款专
项产品，不断提升农户信贷获取便

利。同时，不断优化和推广“整村授
信”“信易贷”“赋强公证”和“一项目一
授权一方案”模式，帮助农民增信，满
足西瓜、大米、甜叶菊、果蔬、花卉、茧
丝等特色优势产业的融资需求。

“我们基于东台市特色产业，设置
了‘养殖贷’‘苗木贷’‘西瓜贷’等专项
金融产品支持产业发展。同时，针对
农户研发了‘金东E贷’‘惠农快贷’等
特色金融产品，为农户打通线上、线下
多种渠道，发放纯信用贷款或低息担
保贷款。”东台市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
吴海兵介绍，今年以来，东台农商行已
累计为273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信贷支持，贷款金额达6.18亿元。

今年，人民银行东台市支行制定
的《2022年东台市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示范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要求
金融机构因地制宜、加强创新，助力地
方特色农业产业大发展。人民银行东
台市支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东台
市农户信用贷款余额25.48亿元，比年
初增加近5亿元。

“激活”农业产业链，乡
村内生动力强

延展农业产业链条，推进农副产

品精深加工是助推产业发展的重要
抓手，更是金融助力农业产业发展的
重点。

坐落于江苏省东台现代农业产业
园，江苏金满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
绿色、优质食味稻生产种植基地6.5万
亩。目前，该公司着力完善“种、管、收、
储、加、销”一体化粮食全产业链，逐步
建成全产业链服务以及配套设施。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
模式，就是为了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
致富。”该公司董事长蒋维明算了一笔
账，2021年及2022年公司签订了6万
亩的订单，给予农户固定分红，按照每
亩约100元给予种植户分红，村集体
则按每亩25元分配。

大量的订单也意味着收购期要有
大额的流动资金。“2万吨稻米需要的
资金就是6000万元左右，同时我们还
有给农户的分红，总的资金量有8000
万元左右。再加上稻米较长的加工
期，资金需求还是较大的。”蒋维明说，
这几年，人民银行东台市支行统筹了
多家银行为他们提供了较低利率的短
期融资，大大解决了资金问题。

在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上，东台
农产品加工企业不断精耕细作。结合
东台市当地甜叶菊资源优势，浩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围绕甜叶菊种植和加
工，打造形成甜菊糖苷深加工产业
链。结合企业收购旺季的流动资金需
求，江苏银行东台支行为其定制金融
服务方案，达成1000万元“高企贷”授
信额度。目前，公司一期达产5000
吨，产值5亿元，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甜
菊糖生产基地。

记者从人民银行东台市支行了解
到，近年来，该行着手引导金融资源聚
力三产融合，加强农业种养、加工、销
售、物流、农旅等全产业链发展的信贷
投放。其中，指导辖区银行机构以金
融支持新旧动能转换为契机，推动农
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发展，推动企业
加快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
打造区域品牌，拉伸产业链条，进一步
扩大产业增值增效空间，助力东台市
成功入围全国首批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创建名单。

从提高土地生产力到一二三产融合——

金融精准灌溉，铺展东台乡村致富路

□ 本报记者 詹 超

11月30日，江苏有6家产业园入
选“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分别为南京麒麟启迪低碳智能
产业园（启迪科技城·南京麒麟）、常州
石墨烯科技产业园、苏州生物医药产
业园、海安高科技创业园、射阳县高新
科技创业园、高邮市通邮电子商务产
业基地。这些基地有哪些特色做法？
记者近日走访了几家基地。

“产学研”协同，石墨烯行业
集聚效应凸显

在常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自动控制的
粉体石墨烯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数
百吨的粉体石墨烯产品，即将发往产
业下游的手机厂商。该公司是国内首
家以石墨烯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公司
董事长瞿研非常看好石墨烯材料在下
一代折叠手机上的应用前景。

此次入选的常州石墨烯科技产业
园，是国内首个以石墨烯为发展重点
的碳材料专题园区，也是全国唯一获

批的国家级石墨烯新材料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

受制于研发成本、研发风险、研
发周期等因素，技术利用率低、原始
创新能力不足等禁锢科创型小微企
业的发展。为了补上这一“短板”，该
产业园集聚了江南石墨烯研究院等5
家研发平台。入驻企业先后与东南
大学、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等20多所
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校企合作，构建了
石墨烯领域“新型研发机构—制造业
创新中心—高校院所—企业研发机
构”为一体的研发创新体系。

“产学研”协同赋能，很快便让入驻
企业发展“如鱼得水”。第六元素成为
全球最大石墨烯粉体生产商，市场份额
占六成以上；富烯科技是全球最大的石
墨烯散热膜生产商，在细分领域规模和
技术位居行业前列；二维碳素研发出的
石墨烯电容式触摸屏，拓宽了未来柔性
电子显示器件的新空间……

常州石墨烯科技产业园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园区重点培育了160多
家企业，形成原创性石墨烯产品200
余种，石墨烯原材料产量和产业产值
均居全国第一。截至2021年底，该产
业园已累计获得14项“全球第一”，包
括全球首条单层石墨烯吨级生产线、
全球首款石墨烯手机电容触摸屏、全

球首款石墨烯重防腐涂料、全球首款
智能发热服等。

创投融资赋能，生物医药
“知产”变“资产”

亘喜生物、天演药业、浩欧博、康众
医疗、纳微科技等9家企业上市敲钟，53
家企业获得60笔投融资，总额超500亿
元人民币……这是苏州生物医药产业
园去年的投融资“成绩单”。9家上市的
企业中，有全球领先的新药研发企业，
也有突破“卡脖子”难关的“隐形冠军”，
还有关注数字化X射线平板的创新医
疗器械公司；60笔投融资则覆盖了
RNA（核糖核酸）疗法、CAR-T（嵌合抗
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新一代抗体、
创新医疗器械等多项热门赛道。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园区最出名的一例融资
案例就是由专注于信使核糖核酸
（mRNA）药物研发的艾博生物所创
造。“这家公司分别在去年完成了三轮
融资，累计募资超66亿元人民币，其
中一笔7亿美元C轮融资，更是直接
刷新了中国生物药企IPO前单笔融资
额最高纪录。”

目前，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企
业每年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约100亿
元，累计融资规模超过500亿元。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从诞生那天
起，就是和创业投资一路携手走过来
的。投资机构之所以来园区，是因为
这里有好项目，成功率更高。”苏州民
投、翼朴资本CEO林向红说，苏州生
物医药产业园在2006年开工典礼的
当天，就举行了我国第一个创业投资
母基金签约仪式，首批入园的10家企
业都获得了中新创投的天使投资。如
今，苏州国资背景的创投平台元禾控
股，已经累计投资园区生物医药项目
超过100个，包括信达生物、基石药
业、药明巨诺、博瑞医药、康众医疗在
内的众多入驻企业都曾受益。

12月3日，苏州出台“苏州生物医
药十二条”，从设立100亿元专项基金、
丰富债券融资渠道、增强银行信贷力
度、加强企业融资服务等12个方面综
合发力，推进数字经济时代生物医药产
业创新集群建设。包括园区企业在内
的众多生物医药小微企业，又将在新一
轮政策利好中得以加速茁壮成长。

厚植培育沃土，基地带来发
展新动能

面对小微企业规模庞大、从业人员
分散、资金匮乏、创新能力不足的多重矛
盾，小微双创基地空间集中、服务集成、
资源集聚，无疑是“破题”最佳途径之一。

“我们的园区定位就是网红直播
基地，有20间直播间。主要以‘直播
培训+产品推介’形式，培育和引导农
村创业就业新业态。”高邮市通邮电子
商务产业基地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今年上半年，园区就打造了19场
电商直播，交易额1488万元。此外，
还联合政府部门、银行搭建了电商企
业“服务直通车”，累计为72家电商企
业在注册登记、项目申报、稳岗补贴等
方面提供指导服务。目前，高邮市通
邮电子商务产业基地已入驻电商企业
245家，成功孵化60多位创业者，多人
线上销售破百万。2022年上半年，园
区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超过6亿元。

在小微双创基地，政策解读、融资对
接、管理咨询、人才培训、技术支持、市场
开拓等专业化、特色化的服务，构建了从
孵化到产业化的全链条企业培育能力，
使得企业生长环境更加有利、成长时间
大为缩短。截至今年9月初，全省已培育
国家级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地30家、省
级基地266家；有效期内国家级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35家、省级平台
389家；各级基地入驻企业超2.2万家，覆
盖就业人群超12.7万人。一大批小微企
业逐渐崭露头角，成长为“小巨人”、瞪羚、
独角兽、雏鹰、隐形冠军，激荡起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小微双创基地，“创”出产业新动能

□ 本报记者 陈 娴

12月2日，徐州市农商银行系
统6家法人农商银行和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召开“苏质贷”产品启动
会，将实行“主动式”预授信、“特优
式”利率优惠、“组合式”产品服务以
及“管家式”服务效率，充分运用“苏
质贷·农商诚信金”要素优势，迅速
推进客户触达。在此之前，徐州农
商银行、睢宁农商银行都已经发放
了首笔“苏质贷”，加足马力为企业
发展注入资金支持。

自11月4日，江苏省市场监管
局和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推
出“苏质贷”金融产品以来，南京市
鼓楼区小微企业首笔“苏质贷”落
地，首笔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发放的

“苏质贷”在苏州落地，全省农商行
首笔“苏质贷”落地，南通海门首笔

“苏质贷”落地……南京、苏州、无
锡、扬州、淮安、常州等各市县纷纷
落地“苏质贷”。

“非常感谢睢宁县市场监管局
为我们公司成功申请了这款‘苏质
贷’金融产品，把我们的质量‘软实
力’转化为‘硬资产’，是对我们企业
长期注重质量积累的一种肯定，进
一步增强了我们发展的信心和底
气。”徐州市木言木语家具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企业正有意扩大经营，睢
宁农商银行的50万元“苏质贷”贷
款来得好及时。

这个金融产品为何有如此吸引
力？将无形资产“变现”，是其重要
特点。近年来，随着科技型企业的
发展，原有依靠房屋、土地等固定资
产抵押的融资方式，跟不上科技企
业发展的实际。为此，金融机构和
政府部门都在想办法，比如将反映
企业水平的专利等知识产权作为抵
质押物无形资产。

“苏质贷”也是政府和金融发挥
部门合力的产品之一。“苏质贷”由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和省联社联合推出，
主要为具有质量荣誉、质量标准、质
量认证等的企业提供融资授信，将
反映企业质量水平的无形资产转化
为可获得授信的有形资产，进一步
支持企业加强品牌管理、产品研发、
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

可以说，“苏质贷”产品的推出，
是让无形的“质量”有了显性的金融
价值，这一产品，不仅可以为企业提
升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提供资金支
持，还能够提高企业资产的利用率。
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让企业更加重视
质量，生产出更有质量的产品。

近两年来，为了破解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江苏政银部门不断发挥
合力。从“苏岗贷”到“苏质贷”，都
依赖于人社厅、市场监管局等政府
部门与金融机构建立高效的沟通协
调机制，打通了政府职能部门间的
合作通道。在此基础上，各市县相
关职能部门深入了解企业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和诉求，与金融机构形成
合力，实实在在架起了银企对接的
桥梁，可推广、可复制，实现破解企
业融资难题的快速和精准。

这样的合作模式，扬州也在尝
试。11月 30日，全省首笔“水权
贷”在扬州江都区落地，亨达（扬州）
水务有限公司凭取水许可证获得了
江苏银行发放的500万元取水权质
押贷款，在节水设施改造、水质提
升、管网改造工程中获得了充足的
资金支持。据悉，人民银行江都支
行与江都区发改委、水务局等部门
沟通合作，围绕南水北调水资源保
护这一重点领域，探索水权交易模
式，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民以食为天，食以田为源。盐城东台市，这一

海滨小城不仅“靠海吃海”，也擅长精耕细作，围绕

高标准农田建设、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农业产业

链延伸等方面做深做细文章，形成9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居全省县级之首，并跻身全

国乡村振兴百强县市。

产业兴旺、乡村建设、农民致富都离不开金融强有力的服务支持。作为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确定的江苏省8家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示范区之一，一段时间以来，东台市不断引金融“活水”精

准灌溉，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补齐“藏粮于地”的短板，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数

据显示，至9月末，东台市涉农贷款余额616.23亿元，比年初增加108.9亿元，涉农贷款总

量、增量均居盐城各县（市、区）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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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崔昊 何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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