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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推动宁波金融高质量发展

农行宁波市分行：

砥砺奋进十年路 蹄疾步稳勇争先
伟大成就是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行宁波市分行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及监管部门决策部署，按照“同业争份额、系统争位次”工作目标，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和服务创新，矢志

打造金融服务城乡融合发展主力银行和金融服务先进制造业样板银行。

到今年9月末，农行宁波市分行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880.6亿元，是2012年的2.31倍；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840.7亿

元，市场份额在当地四大行中排名第一。连续9年获得宁波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考评一等奖；连续5年获评“宁波市金融机

构支持制造业优秀银行”；连续3年获评浙江省“民企最满意银行”……

到今年 9 月末，农行宁波市分
行实现制造业贷款余额 815 亿元，
总量和当年增量均居当地同业第
一 ； 制 造 业 贷 款 占 比 达 到
28.69%，在农行系统和当地同业中
均居首位。

扎根宁波、服务宁波、建设宁
波。长期以来，农行宁波市分行坚守
四明大地，与民营企业建立了深厚
的合作基础；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根本要求，做到“市委市政府中心
工作推进到哪里，金融服务就聚焦

到哪里、跟进到哪里”，以高质量
服务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农行宁波市分行聚
焦中央、省市及总行和监管部门稳
经济大盘工作要求，主动谋划、靠
前发力，出台实施一揽子 32 条政
策举措，加大对重大项目、制造业
等重点领域信贷投放力度，实现贷
款多增快放、总量有效增长。今年
前 9 个月各项贷款增量达 333.7 亿
元，创同期历史新高。

聚焦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和建

设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城市目标，
农行宁波市分行瞄准进出口贸易和
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发挥
国际金融专业优势，加大对国家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口贸易促进
创新示范区等项目建设的支持力
度，重点支持服务贸易、文化贸
易、跨境电商、涉外农业等新兴产
业，为企业提供支付结算、财务运
作、资金融通、风险管理等一揽子
金融服务，全面助力宁波开放型经
济发展。

聚焦宁波“打造全球智造创新
之都”奋斗目标，农行宁波市分行
积极参与宁波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建设，用足用好中国农业
银行差异化政策优势，大力支持宁
波培育万千亿级产业集群，推动

“3315”和初创型科技企业成长，
服务各类“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
企业，成为全市首家制造业贷款余
额突破 800 亿元的金融机构，持续
保持制造业贷款总量和增量在当地
同业领跑优势。

专注本源 服务实体经济当“模范”

2015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
批准宁波开展普惠金融综合示范
试验区建设，探索在普惠金融服
务 实 体 经 济 和 民 生 领 域 的 新 路
径。

七年来，农行宁波市分行充分
发挥国有大行“头雁”效应，先行
先试、示范探路，大胆探索具有农
行特色、覆盖城乡的普惠金融服务

体系，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力
度，大力推动宁波普惠金融示范区
建设。

农行宁波市分行全面参与“万
员助万企”“三联三促”“百行进万
企”等市级融资对接活动，组织近
千名业务人员进企业，开展问卷调
查 和 实 地 服 务 ， 推 出 “ 甬 创 贷 ”

“科创贷”“小微增信贷”等定制化

普金融专属产品，全力帮助小微企
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困
境。

同时，农行宁波市分行还深
化多方联动机制，主动对接政府
部门和保险、担保机构，推动建
立风险共担机制，先后引入宁波
市文化产业风险补偿基金、科技
风 险 补 偿 基 金 等 ， 强 化 对 科 创

类 、 文 创 类 企 业 的 金 融 支 持 力
度。在农行系统和宁波金融界率
先设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专营机
构，以“五专”模式支持区域文
化产业发展。大力推广全国首创
的 “ 城 乡 保 证 保 险 贷 款 ” 产 品 ，
目前已经累计为 3000 余户初创期
小微企业和城乡创业者提供贷款
近 30 亿元。

示范探路 推进普惠金融作“先行”

作为肩负服务“三农”重任
的 国 有 控 股 商 业 银 行 ， 农 行 宁
波 市 分 行 立 足 宁 波 实 际 ， 精 准
把 握 信 贷 投 向 ， 积 极 践 行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的 职 责 使 命 ， 助 力 宁
波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
富。

农行宁波市分行积极落实中
国农业银行 《支持浙江高质量发
展 建 设 共 同 富 裕 示 范 区 的 方
案》，不断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
务 力 度 ， 全 领 域 、 高 标 准 支 持
宁 波 高 质 量 发 展 建 设 共 同 富 裕
先 行 市 。 十 年 来 ， 农 行 宁 波 市
分 行 围 绕 全 市 “ 百 村 示 范 、 千
村 整 治 ” 等 重 点 工 程 ， 大 力 支
持 农 村 城 镇 化 建 设 和 产 城 融 合
发 展 ， 为 农 村 城 镇 化 驶 上 快 车
道 注 入 源 源 不 断 的 动 力 。 聚 焦
创 业 就 业 、 安 居 置 业 、 医 疗 教
育 等 重 点 领 域 ， 加 大 对 小 微 企
业 和 个 体 工 商 户 的 首 贷 、 续 贷
支 持 力 度 ， 创 新 推 出 “ 巾 帼 农
创 贷 ”“ 杨 梅 e 贷 ”“ 渔 民 e
贷 ” 等 特 色 产 品 ， 突 出 支 持 区
域特色农业创 业 群 体 ， 以 支 持
创 业 促 进 就 业 ， 带 动 群 众 “ 扩
中 提 低 ” 共 致 富 ， 为 宁 波 高 质
量 发 展 建 设 共 同 富 裕 先 行 市 ，

打 造 “ 甬 有 ” 幸 福 民 生 品 牌 增
光添彩。

同时，农行宁波市分行还聚
焦“数字乡村”“未来社区”建
设 ， 借 助 数 字 化 、 普 惠 化 服 务
推 动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 在 乡 村 ，
以 “ 户 联 码 ” 为 基 础 ， 通 过 网
格 细 化 到 每 户 每 人 ， 通 过 “ 一
码串联”，整合农户信息。在社
区 ， 联 合 相 关 部 门 ， 共 同 搭 建

“ 政 务 + 金 融 ” 一 体 化 服 务 平
台 ， 为 城 乡 居 民 掌 握 政 府 政
策 、 对 接 金 融 服 务 提 供 便 捷 通
道。

目前，农行宁波市分行与余
姚梁弄合作打造了全市第一个镇
级数字乡村平台“五彩梁弄”，助
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与慈溪市
政府共同建设数字人民币应用示
范区，全力推进数字乡村及数字
人民币生态建设。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农行宁
波市分行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及 农 总 行 和 监 管 部 门 的 最 新 工
作 部 署 ， 持 续 加 大 产 品 服 务 创
新 力 度 ， 进 一 步 增 加 信 贷 资 金
供 给 ， 为 宁 波 推 进 “ 两 个 先
行”、打造“六个之都”贡献力
量。

美丽同行

支持乡村振兴担“主力”

文字 张正伟 陈芋荣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卢向阳 王伊婧） 昨日，“2022 天
一阁论坛”之“海上书籍之路”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天一阁博物院开
幕。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
国、德国、俄罗斯 6 个国家的 22 位
学者就海上书籍传播、宁波在中外
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天一阁与
海上书籍之路等学术议题展开了热
烈的交流与探讨。研讨会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宁波既是古代东亚书籍传播的
枢纽，也是近代西方文献进入中国
的首站，是海上书籍之路的重要节
点。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
书楼，天一阁收藏了大量海外书
籍，为研究海上书籍之路提供了大
量的实证资料。

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认
为，书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书籍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流转就是
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
流，对文明互鉴发展起着独特而非
凡的作用。研究书籍的传播之路就
是 研 究 文 明 的 交 流 之 途 。 她 说 ：

“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聚合
海内外同道同好，分享交流、精进
合作，逐步展现一幅海上书籍之路
的全景画卷，从而进一步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不断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浙江大学文学院 （筹） 教授、
海上书籍之路概念的首创者王勇做
了主题发言。王勇教授总结了东亚
三次文明浪潮：一是秦汉时期的

“汉字之路”打开了东亚各国的文
明之门；二是魏晋南北朝的“蚕桑
之路”提高了周边各国的生产力；
三是隋唐时期的“书籍之路”重塑
了周边民族的心灵世界。

会上，其他与会专家学者对古
代中外书籍流传及其文化影响进行
了热烈探讨。宁波作为东亚文化之
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
市，在古代对外书籍传播中起着十
分关键的作用，会议中多位学者对
此进行了重点讨论。

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
教授李杰玲对日本所藏关于鉴真东

渡记载中的宁波进行了深入研究，
她认为，在明州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史上，鉴真东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环节，他在多次东渡过程中不仅携
带了大量佛教经籍，还包括了一批
经典汉文书籍，如 《含注戒本》 等
律宗典籍等，对日本古代典籍的传
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记录了明州作
为中日佛教文化传播与书籍流通的
重要港口的历史。

宁波图书馆副馆长贺宇红分析
了浙东运河沿岸造纸业、刊刻业的
发展，各国之间书籍的传播与交
流，书籍的回流与宁波各大藏书楼
所藏“和刻本”。浙东书籍之路在
对外文化交往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
用。而宁波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在海上书籍之路的发展中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

浙江大学兼任教授田渕义树举
例介绍了日本的“西湖”及西湖印
象与中华典籍之间的关联。在江户
时代以前，日本人主要依靠汉诗、
绘画来理解西湖，进入江户时代
后，杭州人黄檗僧将 《西湖游览

志》 一书传入日本，该书在日本被
部分翻译并刊布流行。借助这本
书，日本各地建造了许多中国式的
庭 院 和 建 筑 ， 并 取 名 为 “ 小 西
湖”。这一系列的创设正是有赖于
海上书籍之路而来，昭示了书籍的
力量所在。

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一直是文
献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次研讨会
上，台州学院学者苏卢健对日本东
北大学所藏明《天下一统志》，北京
师范大学冯先思、梁翠彤对日本高
山寺藏郭象注《庄子》的版本、源流
进行了详细考述，并探讨了外国所
藏汉籍书目著录等相关问题。

据悉，本次研讨会由天一阁博
物院主办，得到了浙江大学、郑州
大学、扬州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宁波图书馆、台州学院、北京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中科院地理所、镇海口海防历
史纪念馆、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俄
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等 10 余家高校
院所、古籍收藏和中外文化交流科
研机构的热烈响应。

宁波在古代对外书籍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6个国家的22位学者聚焦海上书籍之路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通讯员
沈炜） 近日，一首钢琴作品 《宁波
小街》 在宁波音乐圈热传，轻快的
旋律将宁波小街的闲适自在与幸福
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记者了解到，
这是指挥家、音乐剧导演刘键近日
回到宁波，被宁波街头市民的欢声
笑语与闲情逸致的生活状态所触
动，即兴创作了这首钢琴作品。

“白天的宁波跟其他的大城市
差不多，但是到了晚上，这里的一
切就不一样了，大家的脸上没有挂
着焦虑，我走在宁波的街头，发现
人们愉快地交谈着，脸上洋溢着欢
笑，让我感受到了生活在宁波这座
城市的幸福感，这对当下快节奏的
生 活 来 说 很 难 得 ， 值 得 记 录 下
来。”刘键告诉记者。

据介绍，《宁波小街》 这首作
品引入了爵士乐和声理论与百老汇
方法，透着浓浓的爵士风。“这样
的处理方式，让作品从气息上更贴
近宁波的海派精神气质，而且内涵
上又契合宁波千年历史古城的底
蕴。”刘键说。

刘键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在
上海长大，母亲施琍德是宁波人。
刘键曾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地区担
任音乐指挥十余年，是第一位在美
国指挥和演奏过古典音乐、音乐剧
及爵士乐的华人指挥家。回国后，
他在全国各地指挥交响乐和发展音
乐剧事业。

“有一次凌晨三点多，我和朋
友走在国外的街头，曾被枪指着
头、刀指着胸口。幸亏我急中生智
装心脏病发，侥幸逃过了一劫。”
刘键说，因为有这段经历，所以对
国内小街的幸福感更有体会。

聊起对宁波的印象，刘键表
示，这次来宁波，走在宁波的街
上，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听外公与舅
舅们聊天的场景，“石骨铁硬”的
宁波话听起来非常亲切。

“我 5 岁开始学钢琴，一直到
现 在 67 岁 ， 依 然 在 与 音 乐 打 交
道，音乐贯穿了我的全部生活，我
也把音乐视作一种独特的情感表
达，这首作品就是我对宁波的真情
流露。”刘键说。

知名音乐人刘键
来甬即兴创作《宁波小街》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通讯员
黄婉芳 许婧）前天，“沿着大师的
足迹”——徐仲偶梅花艺术作品展
在宁波博物馆开展。

徐仲偶出生于 1952 年，系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现任宁波大学潘天
寿艺术设计学院院长。为纪念潘天
寿诞辰 125 周年，徐仲偶从自己 7 年
来 创 作 的 700 多 幅 梅 花 系 列 作 品
中，精选 49 幅展出，展现梅花象征
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及
潘天寿先生艺术上的高风峻骨。

“此次个人艺术作品展，既是我
对潘天寿先生的致敬之举，也是我
为反哺宁波这片土地，耕耘多年而
奉献的芬芳果实。”展览现场，徐仲
偶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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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通讯员
陈莹） 昨日，作为 2022 书香宁波
日的重要活动之一，2022 宁波儿
童阅读论坛在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举
行，论坛围绕“家庭共读和生命成
长”这一话题，开展了主题分享、
专题报告、实践分享与专家点评，
专家学者、图书馆人、阅读推广人
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家庭共读、家
庭教育与生命成长。

论坛的主题分享环节，邀请了
国内著名的儿童阅读专家，分享了
主题报告 《儿童阅读与生命成长》

《儿童阅读疗愈的理念和方法》《儿
童心理与阅读》《如何开展阅读能
力的培养》。

“优质的阅读能让儿童获知增
智、学会思辨、自信沉稳。亲子阅
读的温暖力量，能够化解成长路上

的各种不确定和各种小麻烦。”中
山纪念图书馆馆长吕梅说。南京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雁教授谈到了儿童阅读疗愈的重
要意义。阅读推广人、心理学家郭
骅介绍了全新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成
果，认为图画书和儿童文学是成年
人了解儿童心理的窗口。儿童阅读
研究者、深耕阅读研究院院长、慢
学堂创办人李一慢分享了阅读五策
略“联影问预结”。

本次论坛也邀请来自图书馆、
社区、阅读群体等不同领域的优秀
阅读推广人进行分享，宁波市海曙
区图书馆馆长汪岚、宁海县图书馆
馆长胡伟华、省优秀阅读推广人李
皓、北仑区小板凳亲子阅读联盟负
责人沈庆，从实践层面分享了儿童
阅读、家庭阅读的案例。

宁波儿童阅读论坛
探讨家庭共读和生命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