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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金融引擎 助力实体经济邮储银行
漳州市分行

：

受疫情影响，去年海鲜市场价格
低迷，孙先生投入鲍鱼养殖的二十几
万元几乎血本无归。由于鲍鱼养殖周
期长、投入大，看着“嗷嗷待哺”的鲍
鱼苗，孙先生一筹莫展。得知孙先生
的情况后，邮储银行客户经理向其推
荐了“极速贷”，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今年海鲜市场复苏，海鲜价格也水涨
船高，孙先生喜上眉梢。“邮储银行这
款产品太便捷了，只要在手机上操
作，前后 10 分钟不到，30 万元贷款就
批下来了。”孙先生对邮储银行“极速
贷”产品赞不绝口。

该分行顺应疫情笼罩下的数字化
转型，积极推广线上产品“极速贷”，高
效解决农户、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
的融资难题，线上申请线上审批，“极
速”服务三农，高效助力乡村振兴。截
至 2022年 8月末，“极速贷”余额 16.27
亿元，累计服务客户超 1.18万户。该分
行还积极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
快信用户评定步伐，实现“整村授信”，

创新推出“线上信用户”贷款，探索农
村普遍授信，为广大农村客户精准画
像，线上授信、高效服务。据悉，截至 8
月末，累计创建1378个信用村，累计评
定2.86万户信用户。

该分行还充分发挥扎根乡村的优
势，围绕地方特色产业，按照“一县一
业、一业一品”思路创新优化产品服
务。如针对平和蜜柚产业，利用“线
上+线下”的经营模式，为蜜柚种植户
提供线上个人信贷金融服务，截至 8
月末，平和蜜柚行业贷款余额约 3.9
亿元。东山船舶抵押类贷款余额达
1.88 亿元，投向东山海洋经济贷款余
额 8.82 亿元。对诏安“8+1”富硒产业
项目，通过邮银协同、多点挖掘等方
式对接当地富硒农业经营主体，运用

“极速贷”“农担贷”“小康贷”等配套
产品，支持富硒产业发展壮大，截至8
月末，诏安地区富硒产业相关客群贷
款余额达4.81亿元。

“喜迎党的二十大，关键在实干。
邮储银行漳州市分行践行大行责任，
坚定不移服务实体经济，加快推进
数字化转型，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立足特色产业，多措并举高效助
力乡村振兴。”邮储银行漳州市分行
负责人说。

“邮储银行是国有大行，需要资金
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邮储银行，感
谢邮储银行主动帮扶我们企业，缓解
了我们的资金周转压力。”漳州市某食
品有限公司的周先生发出了感慨。

在漳州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里，工人们各司其职，和面、压面、
整型、发酵、烤制、晾凉、包装，一派繁
忙景象。据悉，企业主周先生已在邮储
银行授信一笔250万元个人经营贷，受
疫情影响，资金回笼慢，企业流动资金
有限，加上前年刚自筹 2000 多万元竞
拍下一个 10337.5㎡的厂房，近期该厂
房正在扩改建中。企业要发展，工资要
发放，厂房要扩改建，处处需要资金投
入，但是经营资金有限，扩改建厂房的
工程款资金缺口较大，难住了周先生。
邮储银行知情后主动出击，给周先生
增加授信一笔“抵押+保证”在建工程

款 2000万元和一笔 250万元的流动资
金贷款，合计为其授信 2500 万元。同
时，邮储银行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实施
差异化的利率定价，给予该企业利率
优惠，有效缓解其资金困境，助力企业
扩大规模，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该企业只是邮储银行漳州市分行
助力小微企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
分行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实体经
济，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责任担当，
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有效
稳就业，保民生。以线上拳头产品“小微
易贷”为抓手，结合小企业快捷贷、经营
性产业贷款等产品，积极畅通“线上+线
下”金融服务渠道，持续开展工业园、创
业园企业走访。针对龙海“贷”动食“企”
项目，积极对接食品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差异化给予食品企业相关优惠政
策，助力龙海食品企业做大做优，截至8
月末，龙海区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
造业小企业贷款结余达1.40亿元，漳州
地区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小
企业贷款余额超5亿元。小企业贷款年
余额 27.78 亿元，年新增 6.21 亿元，贷
款利率比去年降低41BP。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和复杂
多变的经济发展环境，该分行牢记使
命担当，提高政治站位，扛起国有大行
稳定经济大盘的政治责任，聚焦稳经
济大盘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不断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加

“邮”。围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攻坚
年”活动和《漳州市千百亿产业培育行
动计划（2022-2025 年）》，加大重点项
目投放，累计为核电、高速、轨道交通
等省市级重点项目发放贷款 23.31 亿
元。大力支持市属国有企业，累计向漳
州市属国有企业授信超280亿元。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邮储银行漳州市分行将奋进新时代，
对标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以“服务乡村振兴”为主要
抓手，以当地特色产业为着力点，不断
加大服务创新力度和信贷投放力度，
让金融“活水”浇灌“产业之花”，为漳
州市地方经济发展贡献邮储力量。

（闫 锴 陈淑惠）

稻浪潮涌迎盛会，乡
村振兴庆丰收。漳州各地
正上演着一幕幕丰收景
象，绘成了一幅幅经济齐
开花的繁荣画卷。而这背
后少不了邮储银行漳州市
分行的助力，金融赋能实
体经济发展的点点星火在
画卷中显得格外耀眼。截
至8月末，该分行本外币各
项贷款年新增达 43.28 亿
元，排名全市 26 家金融机
构第二位。各项贷款余额
达 258 亿元，排名全市 26
家金融机构第六位。

近年来，该分行积极
履行国有大行责任担当，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
点，探索推出适合的服务
方式和信贷产品，扩大贷
款 投 放 ，高 效 、精 准 、加

“邮”助力漳州经济发展，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普惠城乡
高效助力乡村振兴

主动作为
精准助力企业发展

引入活水
加“邮”助力项目建设

一段时间以来，文创雪糕火了，
黄鹤楼、石林、兵马俑、多地博物馆
馆藏文物……各地景区纷纷出招，
上演文创雪糕大比拼。萌萌的雪糕
以各地景区地标或博物馆馆藏文物
为原型，拿着它在景区拍照，成为年
轻人旅游打卡的必选项。

最近，漳州也有了文创雪糕。傍
晚时分，一些市民在古城买完“文昌
门”雪糕后，沿着新华西路步行来到
文昌门拍照打卡。只见芒果口味的

“文昌门”雪糕外表立体，清新感扑
面而来，举起来在牌楼下拍照，手中
的雪糕像极了一个迷你版文昌门。
雪糕楼体上的立柱、顶端的瓦片，结
构纹理非常清晰，与实体建筑的轮
廓与细节几乎无异。网友直呼，这是
个全新的“凹造型”利器！

走红的文创雪糕，除了“文昌
门”，还有“漳州古城”“八卦楼”“龙文
塔”等以漳州标志性建筑为模板的造
型。原来，这些网红文创雪糕出自几
名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之手，他们参考
漳州地标建筑设计模具，制作出造型
各异的文创雪糕，引发打卡潮。

在漳州古城的“糖百样”商店，
“90后”何伟强手脚麻利地从冰柜中
拿出一支支文创雪糕递给顾客。这
些文创雪糕就是在这家店铺研发、
制造出来的。店里推出的6款雪糕分
别对应漳州古城、龙文塔、文昌门、
八卦楼、“闽南醒狮”和“I LOVE 漳
州”，造型看起来十分精致，口味也
各不相同。

何伟强毕业于武夷学院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是文创雪糕团队的
主要成员。去年，他回到家乡，在古
城经营起一家糖葫芦店。“吃冰糖葫
芦，逛古城”，糖葫芦勾起了不少人
儿时的回忆，颇受欢迎。这给了何伟
强启发，他思索如何将漳州的文化

元素融入古城小吃，从而更好地推
广家乡文化。

今年年初，何伟强即将大学毕
业的表弟何颖来店铺帮忙，他看到去
年各大博物馆、景区推出的文创雪糕
后，便向表哥提议“可以尝试制作一
款既美味又能推广漳州文化的文创
雪糕”。于是，两人立即着手研制“漳
州味”的文创雪糕。

“漳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
漳州古城里的石牌坊是漳州历史文
化的见证……”经过头脑风暴，何伟
强和伙伴们选中了龙文塔、文昌门、
八卦楼、漳州古城等4个地标以及富
有闽南文化气息的“闽南醒狮”、适
合年轻人打卡的“I LOVE 漳州”等

雪糕造型。“这些都是一提到就能唤
起漳州记忆的典型景点。我们找来
了专业团队，用软件制图设计模板。
经过不断调整后，再请工厂加工生
产模具，整个流程耗时一个多月。”
何颖说。

然而，要在一众雪糕中脱颖而
出成为“网红雪糕”，不仅雪糕造型
要别具一格，口味也得出色。在雪糕
创作中，学习食品专业的何伟强也
发挥了自己的专长，在雪糕口味上
进行反复调配，把控营养配比与卫
生情况等。“文创雪糕采用鲜榨果
汁、脱脂奶粉、淡奶油等制作而成。
既有火龙果、芒果、草莓等经典水果
味，也有海盐椰奶等年轻人喜爱的
口味。”

终于，赶在今年夏天，何伟强和
小伙伴们推出了颜值口味兼具的文
创雪糕。雪糕上市后，很快“俘获”了
市民游客的心，大家争先打卡，成了
名副其实的“网红雪糕”。

“遇到周末节假日，最多一天能
卖出两百多支雪糕。”在何伟强看
来，雪糕销售量也从侧面证明，当雪
糕与景点相结合，被赋予文化内涵，
也更能贴合当下消费者的需求。这
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团队继续推广文
创雪糕的想法。

谈及未来，何伟强略加思索，他
说，“我们希望在雪糕的包装多下功
夫，使之更好地承载和传播漳州文
化。比如在外包装加入漳州各建筑
的历史文化介绍，并在竹签上印刻
漳州这些地标性建筑的样貌，制作
成书签的形状，让消费者更好地利
用起来。”

⊙记者 王琳雅 文/图

漳州文创雪糕来了——

一口吃掉一个一口吃掉一个““建筑建筑””解锁打卡新姿势解锁打卡新姿势
十年前我 20岁，从学校毕业后

到广州卖了3年紫菜，虽有小赚，但
因产品受季节性强等因素限制，发
展空间较小，我便回到老家漳浦，转
战地瓜销售。

因在广州期间接触了电商，
2016年回乡后，我便立即开设淘宝
店，是漳浦六鳌最早通过线上售卖
地瓜的几家店铺之一。那一年我的
地瓜在线上卖得很好，每天利润有
3000-5000元不等。从2017年开始，
地瓜电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到
2018年，整个漳浦地区售卖地瓜的
淘宝店铺已经发展到两三万家。好
在我提前意识到这个问题，及时转
变发展方向，开始做供应链端体系，
转中端零售批发走量。

做供应链的毛利比零售少很
多，只能通过供应淘宝、京东、社区
团购、微商一件代发和落地配（菜市
场、超市）等平台实现薄利多销。随
着供应链越做越完善，经市商务局
推荐，我们对接了荷兰的大客户，在
2019年将六鳌地瓜卖到欧洲。因为
欧洲对农产品质量体系检测要求很
高，为了顺利出口，我们可谓煞费苦

心，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萌生出做高
端地瓜，走标准化运营的路线。

疫情以来，出口订单停止，我们
转为内销，压力很大。2020年后，我
们开始研制“高温愈合糖化鲜薯”品
种，通过基地研发培育新品种、育苗
扩繁、标准种植，每天严格按照既定
时间挖取，直接放置在周转筐内，直
运高温愈合糖化库，通过标准分级、
高温愈合、糖化、保鲜处理等一系列
规范操作流程，在地瓜现代化种植、
地瓜现代化采后处理、地瓜冷链气体
保鲜技术等方面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目前，我们已和美宜佳、大润
发、山姆、都乐等多家大型连锁超市
便利店取得深度合作，实现“烤地瓜
连锁”售卖，让消费者能够现场即食
香甜可口的正宗六鳌沙地蜜薯，同
时我们还跟抖音、快手、微视今日头
条、美团优选、多多买菜、盒马鲜生
等直播短视频、传统电商等实现稳
定合作。我有着浓厚的家乡情怀，希
望未来能够进一步打造良好的科学
产业链，做好地瓜产业标准化示范，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润 整理

漳州初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毅鸿：

地瓜标准化生产 助力乡村振兴

我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
里。小时候，我也是一个挺贪玩的人，
那时候的我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只知道长大后找份工作安安稳稳就
行。可当我真正踏入社会，我才发现
生活的不易。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
尝试先做点小生意，没有经验的我却
失败了，有一段时间我挺颓废的。后
来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与帮助下，我
慢慢振作起来，一步一个脚印，把自
己的事业慢慢做起来。看着周围亲人
欣慰的目光，我顿然觉得，有人帮忙，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在这样的心
路历程下，我下定决心要为有需要帮
助的人出一份绵薄之力。

2006年，我开始捐资助学，当时，
我到贫困山区为孩子带去羽绒服和
新课本，其中一名七八岁的孩子接过

捐助的物品后，用很稚嫩的声音向我
真诚道谢，这让我印象深刻。事后我
向当地村民打听到他是留守儿童，父
母亲都远在外地打工，孩子跟着亲戚
生活。我的内心感到酸楚，想着自己
还能为他们多做点什么呢？

这之后，我不断地向贫困山区
的孩子捐助他们所需要的物资，我告
诉自己，只要能做到，就一定要为这
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带去希望，看着这
些孩子纯真的笑脸，我感觉一切都是
值得的。

社会在进步，国家在不断富强，
民众素养也在提高，我相信未来也
会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把帮助别
人当做是自己的另一份事业，一辈
子做下去。

⊙本报记者 邹挺毅 整理

福建鑫圣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陈龙宇：

帮助别人是我另一份事业

圆山脚下稻花飘
香。最近一段时间，满田
尽披“黄金甲”的水仙
花海，俨然成了市区最
热门的打卡地。铺展在
眼前一眼望不见边儿
的金色，装点着朋友圈
里九宫格的浪漫。孩子
们的“踊跃参与”，则让
这片田野多了几分灵
动和快乐。

不管是身处齐腰高
的稻浪，还是堆满稻草
的秸秆地，他们都能玩
出自己的节奏。奔跑、跳
跃是常规操作，在大人
的相机里“被迫营业”
的时候，也能拿出专业
配合精神。抓起一捧稻
草和小伙伴们来一场

“田野大战”的撒野玩
法，直接跃升为铂金玩
家等级……稻花香里听
取笑声一片，诗意田园
和乡野童趣相映成辉，
好一个“稻梦空间”。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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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
里的小模特

▲▲美美地拍照
美美地拍照

▲奔跑在田间

我家住东山县杏陈镇张家村，
现年 77 岁，妻子林美玉比我小两
岁，我们都是老党员。我出生在一个
贫苦的农民家庭，刚念完初中就回
家务农，后来结婚成家，夫妻俩在摸
爬滚打中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楚。
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培养子女
读书成才。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奋力
拼搏，开办旅社、创建机砖厂、发展
鲍鱼养殖业……率先脱贫致富。我
们十分注重后代的教育，他们个个
学业有成。小儿子林晓辉更是成为
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几个孙子、孙
女分别成为福师大、厦大的本科生、
硕士生。2020 年，我们一家被评选
为第十一届福建省“五好家庭”。

随着子女成才，我们夫妻生活
无忧，于是就想着带头为乡亲办实
事做好事。近 10 年来，我们先后捐
资130多万元，支持教育、文化等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扶贫济困 250 多
人次。2019年，我们夫妻商量后，决
定把手中多年积蓄的220万元拿了
出来，建设张家村“后双岭生态文化
公园”，立即得到全家人的赞同，杏
陈镇党委、政府、村“两委”干部及群
众也很支持。经过近4年的努力，占
地面积 5600 多平方米的“文化公
园”已完成绿化、美化、供水、供电、
公路、广场、观景台、凉亭等一期 20
多个项目建设。现在，“文化公园”已
成为全村人休闲、文娱、体育活动的
好去处，还吸引着县内外大量游客。
今年 10月开始，计划投入第二期 8
个项目建设。

心怀感恩之情，乐为感恩之行。
我们夫妻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有
一颗对党对社会的爱心。我们要继
续奉献余热、多办好事。

⊙谢汉杰 整理

古稀老人林云生：

能为群众建公园 我们很开心

何伟强介绍文创雪糕的创作过程

市民手持网红雪糕拍照

市民手持网红雪糕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