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
兰考县是全国民族乐器主要加

工生产基地之一，徐场村 105户村
民里，有90多户从事民族乐器加工
制作，多以家庭作坊为主。“之前贷
款需要抵押担保，对家庭作坊来说
是个难题。”徐顺海回忆道。中国银
行创新推出“乐器贷”产品，无抵押、
纯信用，为从事乐器加工主体提供
资金超一亿元，扶持主体超 50家。
“村民贷款难题迎刃而解，这要感谢
中行全产业链式的金融服务。”徐顺
海感慨道，中国银行以金融之力奏
响民族乐器发展的华美乐章，让乐
器村名气越来越响亮。

与此同时，当地红薯产业也在
中行金融之水的滋养中“活”了起
来。该行聚焦解决融资难问题深入
调研，推广“种植客群信贷服务方

案”“粮食贸易客群信贷服务方案”，
针对“兰考三宝”开发“红薯产业链”
信贷产品，有效解决了红薯种植、仓
储、加工全产业链客群的融资难题，
点亮了“汴”地“薯”光。

产业有所需，中行有所应。“结
合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瞄准县
域特色产业集群，我行还推出了惠
农贷、商E贷、大蒜贷、易农快贷等
涉及多个细分领域的金融产品，确
保金融服务精准触达田间地头。”中
国银行开封分行副行长李新敏介绍，
为持续拓宽服务“三农”广度，该行坚
持把服务乡村振兴作为行之要务，
依托金融科技和数字化手段，全力
培育打造“一县一品”“一县多品”，助
力特色产业兴旺，并将融资供给延
伸至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领域，以
金融引擎驱动乡村振兴“加速度”。

特色产业生机盎然、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乡村道路阡陌纵横……
11月9日，郑州报业集团“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河南寻访之旅”走进
第二站——开封。沿着黄河，一
路向东，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跃然
眼前，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县域
乡村的暖心场景也生动呈现。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如今远
近闻名的‘乐器村’，不仅得益于乡
村振兴的‘春风’，也离不开中国银

行的大力支持。”开封市兰考县堌阳镇范场村党支部书记徐顺海感慨地
说，中国银行降低融资门槛，用真金白银支持村里乐器产业，村民钱包鼓
了起来、村子富了起来。

乡村振兴，金融之力不可或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作为服务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建设的金融“国家队”，中国银行开封分行始
终牢记“国之大者”，聚焦区域之需、深耕乡村普惠、下沉服务重心、创新融
资模式，送“贷”千村万户，以汩汩金融“甘泉”滋养乡村振兴“幸福田”，让
金融普惠之花在广袤乡村璀璨绽放。

精耕“三农”，“贷”动产业兴旺

采访团在中国银行兰考支行门前合影

广袤乡村是金融服务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银行
开封分行践行金融普惠的关键点。
为助力农村美、农业旺、农民富，该行
精准把脉特色产业发展，突出“乡村”
地域特点，做好“振兴”特色文章，注
重在“融”上发力，在“链”上延伸，努
力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以金
融“血液”丰盈县域经济“肌体”。

在兰考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行的金融助力也正转化为发展动
力。“目前，我们与中行合作了 5个
项目，涉及养殖、新能源产业等领
域，中行为我们提供的融资授信额
度超15亿元，额度高、放款快，保证
了各项目的稳步推进。”企业负责人
表示，坐落于各乡镇的项目，建成后
将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县域经济

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该行聚焦粮食生产核心区需

求，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创新探索
“土地流转+建设投资+运营管理+
维护管理+配套服务”模式，为高标
准农田建设主体企业制订金融服务
方案，核定贷款额度5亿元，支持高
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1万亩，为提升
土地流转效率、释放土地新产能、增
加农民收入注入了金融力量。

一项项服务、一个个举措，折射
的是中国银行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
生福祉的责任担当。中国银行开封
分行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精神，认真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
性、人民性，当好服务实体经济、助推
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奋力勾画金融服
务现代化河南建设实践的大美华章。

聚焦重点，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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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见金融

金融活水来 乡村产业旺
——中国银行开封分行多措并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古有湖心亭看雪，今有湖
心岛看科技发展。

漫步在开封西湖湖畔，沿
着平坦的道路向湖心位置前
行，便踏上了这座智慧岛。

河南开封智慧岛：
汇聚人才 打造创新高地

“只需要您进行面部扫
描，就能得出一份集多个指标
于一体的健康报告。”在智慧
岛的开封市科技成果展示服
务中心内，一台位于医疗健康
产业展示中心入口处的神奇
仪器让人好奇，站在摄像头
前，只需进行人脸扫描，一份
健康报告便生成了。

穿梭在智慧岛上，汽车发
动机及内饰配置、人工培育金
刚石、物流产业园、激光切割
设备……各类科技发展的结
晶直观地展现在眼前——其
中含有奔腾激光、奇瑞汽车、
桃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知
名企业，各类特色成果展示让
人眼前一亮。

在这里，高端人才可实现
“拎包入住”，为吸引人才汇
聚，智慧岛斥资数亿元设置院
士楼、产学研基地、河南大学
科创中心等。目前智慧岛已
引进 6名院士级高层次人才，
并在人才引进上形成了标准

化的准入准出机制。
“人才聚集是关键，有了

人才，就有了未来。”有了各类
人才的加入，智慧岛目前形成
了以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
车、未来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总产值达150亿元。

“建设智慧岛就是落实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
省’战略。”开封智慧岛科技发
展公司董事长郑勇刚表示。

化学、纳米材料研究、人
工智能、医药、材料、物理与电
子等国内前沿领域，智慧岛均
有涉及，截至 2022年底，智慧
岛内新增由河南大学主导科
研项目共 94项。郑勇刚说：
“智慧岛的‘智慧’建立在人才
之上，希望智慧岛的建设能对
开封市、河南省的人才引进产
生积极影响，为人才强省、人
才强国建设出一份力。”

中联重科开封工业园：
大马力拖拉机批量出口海外

“没想到现在的拖拉机这
么高端，密闭的驾驶室、马力
大，还有空调呢！”在中联重科
开封工业园内，一名参观者兴
奋地四处观望，并发出这样的
感叹。

全自动链式传动系统、科
技感十足的整体拖拉机外观，亮

眼的极光绿、星耀灰、砂砾灰等
配色，让整个生产车间看起来有
着满满的“赛博朋克”风格。

流水线上正一派忙碌状
态。员工们有条不紊地进行
装配、调试等组装作业，落实
每日生产任务，确保来年春耕
市场需求。

作为开封市头部企业之
一，中联重科开封工业园主要
从事旱田中小马力拖拉机、高
端大马力拖拉机等农业机械
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是一
家大型现代化农业装备制造
科技企业。

“公司现有中小拖拉机、
高端智能大马力拖拉机，生产
线上引进了大量全球一流高
端设备，这些现代化的装备制
造技术不仅可与国际先进水
平相媲美，同时也有力地保证
了中联重科农机产品的质量
与可靠性。”中联重科工作人
员介绍。

曾几何时，国内中高端农
机市场长期被国外农机巨头
所垄断，但中联重科产出的动
力换挡智能大马力拖拉机，打
破了国外在高端大马力拖拉
机领域的技术垄断，不仅增强
了国内市场信心，更批量出口
到海外市场，真正实现了开封
制造走向世界。

“梦里张庄”幸福多“焦桐”树下风景新

中联重科开封工业园生产车间

11月上旬的开封，天气渐寒，菊花盛放。
这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古都，亦是一座生机勃勃的现代

之城。
2009年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到开封考察，

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深情的话语，深
刻的阐释，在这片土地上澎湃激荡。如今的开封，不只是“城摞
城”、灌汤包、御河夜景、木版年画，更在产业兴、科创强、乡村美、
群众富等方面绘就了一幅新画卷。

这里有焦裕禄精神发源地
“梦里张庄”，有靠泡桐致富
的“乐器小镇”，有为农业
现代化助燃加速的中联
重科，也有聚才引智的
智慧岛……郑州报业
集团“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河南寻访之旅”
抵达第二站开封，领
悟焦裕禄精神的传承
弘扬，探寻美丽乡村的
幸福秘诀，解读科创高质
量的发展密码……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
古晨茜 岳炎霖/文 唐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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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人才“拎包入住”，科创兴业涌上“智慧岛”

11月 9日清晨，当记者赶
到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时，
这里已是机械轰鸣一片，村庄
升级改造工作一大早已经开
工了。

沿着张庄村幸福路向村里
纵深处走，两侧砖墙青瓦、古朴
雅致的居民小院鳞次栉比。玫
瑰花醋、春光油坊、西瓜酱、布
鞋……各类特产小店目不暇
接，这些往日不起眼的“土货”，
现在已成为市场上供不应求的
“香饽饽”。

“锵锵锵！”一阵锣鼓声从
戏曲院内传出来，“梦里张庄艺
术团”的成员们恰好在排练豫
剧传统剧目《大祭桩》，75岁的
团长翟茂盛正挥着鼓棒卖力打
板伴奏。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
曾视察张庄村。至今，习近平
总书记在张庄村的嘱托，仍牢
牢印刻在时任张庄村党支部书
记翟茂盛的心里。

“开会时我就坐在总书记
的右手边，那时刻心情既紧张
又激动。”翟茂盛回忆，除了村
里工作，他当时还向总书记汇
报过村内宣传队的情况，几句
宣传思想的顺口溜得到了高度
赞扬。

卸任村支书后，翟茂盛全
身心投入自己热爱的戏曲表
演，担任“梦里张庄艺术团”的
负责人。“我们根据时代情况自
编自演了很多剧目，每年会在
张庄村、全县敬老院、文化馆、

各中小学校和乡镇村庄等流动
表演上百场。希望通过戏剧表
演，弘扬焦裕禄精神、丰富人民
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乡村文
化建设。”翟茂盛说。

从戏曲院出来，时间临近
中午，村道上三三两两的老人
骑着三轮车或扶着手推车向村
里的一个地方汇聚。

跟着人群转几个弯，一座
“幸福食堂”出现在眼前，不少
老人已经进屋坐下来唠起了家
常，欢声笑语不断。张庄村党
支部书记申学风和几名志愿
者正麻利地端着托盘，穿过过
道，为就餐的老人分发饭菜。

“这家食堂属于今年 10月
中旬张庄村开办的日间照料
中心的一部分，免费为村里
80岁以上的老人、清洁工和
义工们提供午餐。同时村委
会正在完善日间照料中心医
疗护理、交流娱乐、精神慰藉
等方面的工作，帮助进城务工
的年轻人解决白天无法兼顾
照料老人的后顾之忧。”申学
风表示。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村民
也一天比一天有干劲儿。近年
来，张庄村还发展了肉牛养殖、
草莓芦笋种植、净菜加工等特
色产业项目。“2014年张庄村
人均年纯收入只有 3000多元，
到 2022年人均纯收入就达到
了 21195元。”申学风坚信，在
未来，张庄村将沿着这条“幸福
路”越走越远。

50多年前，兰考县委书记
焦裕禄亲手栽下了一棵泡桐树，
带领群众找到了广植泡桐治理
风沙的良方，村民将这种树亲切
地称为“焦桐”。

如今，郁郁葱葱的万亩泡桐
林不仅成为兰考县防风固沙的
一道坚实屏障，还化身为支撑兰
考民族乐器产业发展、助力老百
姓钱包鼓起来的“幸福树”。

在“中国乐器村”徐场村，
不时传来悠扬婉转的民乐之
音。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游客
拥向这里，领略民族乐器制作
的文化魅力。

在徐场村1公里外、兰考县
堌阳镇音乐小镇一处古筝加工
厂里，切割机轰鸣处理木材，工
人拿着锉刀仔细修理打磨琴身，
几名女工正在缠绕穿弦……制
好待调试的古筝，一张张整齐摆
在铁架上。
“徐场村是范场村的自然

村，”范场村党支部书记徐顺海
介绍，“范场村有3个自然村6个
村民小组，227户 1202人。有
105户参与民族乐器生产，主要
生产古筝、古琴、琵琶、二胡、中
阮等 30种乐器，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及海外 20多个国家，年销
售量达10万多台，年产值达1.8
亿元，其中徐场村最具典型。”

“没钱的时候是真发愁，寸

步难行！”徐场村乐器产业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家庭作坊模式
让融资一度成为发展道路上一
道难以跨越的沟壑，“这是最大
瓶颈”。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兰考县优先在徐场村开展普
惠金融信用贷款，帮助群众发展
产业。

“中国银行当时是第一个
跟我们村合作的，至今非常难
忘。‘乐器贷’系列产品实现了
大中小微型乐器制造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家庭作坊和新型农
业主体全覆盖。”徐顺海表示，
当地中行的工作人员如今仍然
经常来村里，沟通探讨当前企
业和村民的新需求。

“我们靠乐器产业赚了钱，
银行就更愿意提供放款支持，
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截至2023
年 10月末，中国银行开封分行
“兰考乐器贷”特色金融服务项
目为众多乐器加工主体提供信
贷资金超过1亿元，扶持各类乐
器加工主体超过50家。

从一棵树到一张琴，从一
种精神到一条路子，从产业振
兴到村民致富……在金融扶持
和各项产业政策帮扶下，堌阳
镇群众的生动实践，让“焦桐”
的故事在新时代里有了全新的
演绎与诠释。

年产值1.8亿元，“焦桐”奏响产业发展新序曲

人均纯收入8年翻了7倍，“梦里张庄”幸福多

“梦里张庄艺术团”在排练节目

兰考县堌阳镇，工人用泡桐制作古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