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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为媒，省内率先打破“单线协作”壁垒
余姚与松阳、兴义、望谟、巴州建五地“朋友圈”

“以前我们只生产春茶，而现在已经建起了兴
义最大的夏秋茶加工厂，帮助很大！”日前，贵州省
黔西南州兴义市茶叶协会会长罗春阳告诉记者，该
市七舍镇还新建了 200亩示范茶园，带动多户贫
困户脱贫致富，这都归功于余姚、兴义、望谟、松
阳、巴州五地的“双协作”。

什么是“双协作”？原来，余姚市和丽水市松阳
县是山海协作结对县市，又分别与贵州省黔西南州
望谟县、兴义市和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建立了东西
部扶贫协作关系，为进一步打通东西部扶贫协作与
山海协作渠道，2020年五地以茶为媒，建立了区域
“双协作”新机制。

“‘双协作’是我市在对口工作中的新尝试，打
通这个通道，有利于发展理念的融合、产业链的互
补延伸以及资源的高效整合，起到了‘1+1＞2’的
正向效果。”1月 25日，市支援合作局副局长叶文
涛向记者表示，期待这样的合作平台与创新机制能
够在我市各地得到进一步的复制与推广。

“现在茶园的管护经验和技术
都是向余姚、松阳学来的，不仅茶园
管理规范了，还确保了茶叶增产增
收。”罗春阳告诉记者。

根据合作协议，余姚、松阳充分
发挥茶叶种植技术、先进制茶工艺
及茶艺技术、浙南茶叶市场销售等
优势，给予更多帮扶，现已先后派出
3批次茶叶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赴
望谟、兴义和巴州开展培训10余
场，培训600余人次。

“以前茶园的管理属于半散养，
在管护方面不怎么重视，余姚和松
阳的老师过来指导后，从基地的管
护，到茶叶的加工，手把手地教我
们，基地的茶叶产量提高了。”罗春
阳说，他此前到余姚的茶厂参观过，
认为余姚的茶厂规模大，茶叶产量

高，值得好好学习。
而在兴义市敬南镇白河村的弘晖

茶叶加工厂，由余姚出资35万元帮扶
购买的10台茶叶加工设备也早已投
入使用，茶厂已逐步实现茶叶生产的
规模化，推动了当地茶产业转型升级。

“依托成熟的制茶工艺、良好的
管理体系、多样化的销售渠道，拓宽
了茶叶的销售市场，提高了茶农收
入，增加了村集体收益。”兴义市敬南
镇白河村党支部书记吕普祥介绍说，
目前白河村茶叶种植规模已扩大到
6000多亩，已经生产精品茶叶5吨，
产值达300多万元，带动了当地98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据了解，以兴义、望谟、巴州为
主的贵州、四川茶叶现已在松阳销
售249.57吨，销售额2530.76万元。

据记者了解，五地劳务协作目
前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巴州、松阳驻
余姚劳务基地联络处、巴州外出农
民工浙江余姚维权服务站相继成
立，望谟、兴义也在松阳成立了劳动
力服务站。此外，余姚面向巴州已
发布招工信息7条，涉及集中招工
排摸意向劳动密集型企业6家，面
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岗位2045个。

“在帮扶中，真正掌握协作方
‘要什么’和‘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施利森告诉记者，要打通“双协作”，
最大的难点在于构建起有效的多方
交流对接机制，仅东西部或山海协
作，都会由于协作地区相对固定单
一，导致产业差异大、可借鉴经验少
等问题。

“只有实地深入交流，才会充分
考虑到各自的资源优势、产业特色、
发展规划等开展产业合作，而且要一
定以市场化合作方式为主体。”施利
森说，五地打通“双协作”的探索已取
得初步成效，随着合作的深入，相信

会有更多的产业合作内容可以开发，
有更多的优势资源可以整合利用，有
更多的领域会擦出深层次合作的火
花，推动“双协作”进一步深化。

“比如在文旅产业合作，可利用
余姚在开发红色文旅产业、松阳在
民宿和古村落保护等方面的经验和
做法，结合兴义市的万峰林、马岭河
峡谷等休闲旅游资源、望谟县的布
依民族文化、巴州的川蜀文化等，在
文旅产业合作上加深合作。”

施利森向记者表示，未来还要
进一步深化茶产业和劳务协作领域
的合作，引导更多产业企业到兴义、
望谟和巴州进行投资合作，构建起

“茶企联盟”，并利用好松阳浙南茶
业市场的销售平台和余姚电子商务
优势帮助三地打开茶叶销路，在劳
务协作方面，将利用好望谟、兴义、
巴州在姚劳务站，构建完善用工信
息平台，进一步组织好企业赴三地
开展专项招聘会，助推劳务协作全
面深化。 记者 房伟

茶产业合作显成效，现已销售2530.76万元B

多方交流最关键，期待五地文旅产业合作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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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在原有的结对关系下，
存在结对双方供需不匹配的情
况，导致产业合作不深入、支撑不
足等。”1月19日，余姚市发展和
改革局党委委员、市对口办副主
任施利森向记者介绍，“双协作”
这项机制创新的出发点就是破解
不匹配，深化产业合作。

原来，兴义市有6.52万亩茶
叶，销路一直难以打开，余姚市也
有6万多亩茶叶，本地市场已饱
和，基本不能提供额外的消费帮
助，而松阳作为中国茶业产业示
范县，建有浙南茶业市场，茶产业
发达，可帮助兴义打开销路。

与此同时，巴州区外出务工
需求较大，松阳人口仅24万，制
造业不发达、服务业规模有限，对
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十分有限，而余姚市制造业实力
雄厚，用工需求大，可帮助松阳承
接巴州外来务工人员。

“五地之间如果取长补短，资
源匹配，就可以有效扩大各自的
资源供给和承载能力，实现互补
共赢。”施利森说，2020年，经过
多地实地交叉调研，五地明确茶
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为重点合作
方向，在余姚签署了五地合作框
架协议及合作项目。

“今后松阳每年3月举办茶
叶节时，都会邀请我们的优质茶
企、茶商来开展展销活动，这会很
好地拓展我们的销售渠道。”兴义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唐钢认为，五地合作后，贵州的
高山云雾茶会很快走出大山，走
出深闺，走向全中国。

打破供需不匹配，五地协作求互补共赢A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围绕推进
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兴业银行在产品服
务方面持续创新，将解决民营小微企业痛
点、难点与自身业务创新、经营特色相结
合，推出小微企业专属产品之一——兴业
普惠贷，推动信贷资金向未获得过银行融
资支持的小微企业倾斜，持续提高民营小
微企业信用类贷款占比和首贷获得率。

“兴业普惠贷”是兴业银行为贯彻落
实国家加大对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金
融支持政策，专门针对普惠型小微企业创
设，向小微企业提供短期和中长期授信支
持的业务。“兴业普惠贷”具有贷款期限
长、资金用途广泛、抵押率高、审批速度快
的优点。

宁波某纺织有限公司主营各类时尚
女装面料的生产加工及销售，是一家出口
导向型工贸一体企业。受全球疫情影响，
该公司逾2000万元的订单出货受阻，客
户支付货款的周期延长，应收款的风险也
逐渐增大，该公司面临较大的运营压力，
急需银行信贷支持。近日，在了解到公司

资金需求后，兴业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第
一时间为其量身定制贷款方案，开辟绿色
通道，简化业务审批流程，高效快捷地办
理了一笔三年期金额1000万元的“兴业
普惠贷”。优惠的贷款利率极大地降低了
企业的经营成本，企业生产发展得到及时
助力。“兴业银行宁波分行是我们今年首
次合作的银行，这次顺利申请到‘兴业普
惠贷’，不仅缓解了资金周转压力，还增强
了我们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该公司负责
人说道。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始终坚持与民营
小微企业相伴成长，与实体经济共担风
雨，通过“增供给、降成本、延期限、优服
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精准发力，面向企
业提供金融支持服务成效显著。该行
2020年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较年初实现翻
番，该行总行更是获得2020年《亚洲银行
家》“中国最佳股份制中小企业银行”，
2020年《银行家》“十佳民营企业金融服务
创新奖”、“十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
奖”等多项大奖。 王巧艳

兴业普惠贷“贷”来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