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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养而“贷”
播散渔业养殖“及时雨”
10月31日，霞浦县农信联社溪南信用社营业厅

内人头攒动，前来办理业务的养殖户络绎不绝。
“去年我养殖了五千多筐海参，收益不错，今年

原本打算增加一倍的养殖数量，由于资金存在缺口，
所以一直迟迟未去购买参苗。”霞浦县溪南镇岱岐村
海参养殖户苏金义说。

正当苏金义一筹莫展之时，霞浦县农信联社今
年最新推出的“海参养殖贷”犹如一场“及时雨”，为
养殖户“贷”去了希望。

“海参养殖贷是霞浦县联社近期创新上线的贷
款产品，其所贷资金不仅可用于养殖户购买海参菜、
海参苗，还能用于北方育苗、保苗等相关养殖环节，
有效缓解了养殖户从购苗到养殖过程中的资金周转
压力。”霞浦县农信联社溪南信用社主任黄朝曦表
示，产品一经上线，他们就通过入户宣传，电话咨询
等方式第一时间向养殖户推广此项业务，如今，每天
都有10多户养殖户前来了解咨询。

得知消息后,苏金义当即上门办理，经过收集贷
款资料、贷款调查、审批等一系列流程，霞浦农信联
社溪南信用社为他提供了100万元的贷款。从收集
资料到放款仅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有效解决了他
的资金难题。

资金到位后，苏金义信心满满:“这回好了,有了
这笔贷款,基本可以满足今年的海参养殖需求了,所
需的海参苗也能去及时购买,来年的海参销售收益
肯定会不错!”

一只小海参，串起万千养殖户。依山傍海的霞浦
县是中国南方海参之乡，近年来，随着海参养殖规模
的不断扩大，海参养殖户的资金需求日益增加，像苏
金义一样面临“融资难”“资金缺”的养殖户不在少数。

为满足海参养殖户资金需求，霞浦县农信联社
通过“场景化”精准设计，对上游育苗、饵料环节，下
游粗精加工及销售等环节进行全产业链配套支持，
构建全产业链服务模式，接连创新推出“海参仓单质
押贷”“海参购苗贷”等产品，获得市场的一致好评。

“过去的‘海参仓单质押贷’‘海参购苗贷’仅覆
盖海参销售、购苗等环节。今年，在‘海参购苗贷’基
础上，全新升级推出的‘海参养殖贷’，填补了养殖这
一空白环节，全方位满足养殖户各环节的资金需求，
实现了全产业链覆盖，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
一股金融活水。”霞浦农信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李
永贡介绍。

截至目前，海参养殖贷发放户数 43 户，贷款金
额5090万元，存量43户，余额5090万元。

为捕而“贷”
奏响远洋捕捞“交响曲”
俗话说，“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我们生活在海边，就得想尽办法，靠着大海过上美
好生活。”霞浦县三沙镇居民李新非 2019 年开始从
事渔船作业生意，随着渔船维护、设备更新、工人工
资……等一项项逐年上涨的资金支出，压在李新非

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去年底我想要更换一艘承
载量更大的船舶，但却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干我们
这行没有资金根本转不动啊。”李新非坦言。

正当他“望海兴叹”之际，霞浦县农信联社三沙信
用社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需求，主动送政策上门。

“‘船抵贷’不仅申请便利，放款速度还快，大大
降低了我的资金压力。”谈起霞浦县农信联社的服
务，李新非赞不绝口，“我办完船舶抵押，贷款4天就
下来了，授信额度共计570万元。”李新非说。

李新非口中的“船抵贷”，是霞浦农信联社践行
普惠金融，优化推出的一款“三农”贷款产品，用于借
款人从事合法海洋捕捞等经营生产。用船舶抵押，
既能有效盘活“沉睡”的资产，还能将金融活水注入

“海上春耕”。
然而在此前，“船抵贷”却一度面临“遇冷”的尴

尬局面。“由于近年各大银行相继推出相似业务，部
分客户流失，导致市场份额占有率逐年降低。”霞浦
县农信联社业务部经理林云文说。

如何破题？霞浦县农信联社组织人员积极开展
走访调研，深入各个渔村、船港了解客户信贷所需，
并重新优化信贷流程，提高授信额度，做到调查快、
审批快、放款快，确保资金及时发放到客户手中。

客户满意，好评口口相传，霞浦县农信联社的
“船抵贷”逐渐在渔民之间树立起良好口碑。截至目
前，“船抵贷”共办理业务 44 笔，涉及贷款余额
9502.93万元。

“不仅如此，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船主不
仅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窘
境，部分人员在船舶建造期间同样面临资金短缺问
题，但因缺乏有效抵押物，怎样筹措资金成为他们最
大的问题。”林云文说。

对此，霞浦县农信联社“量体裁衣”，将服务端口
前移，创新推出“造船贷”产品，顾客仅需提供包括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渔业船舶船名核准书》

及开工批准书等资料便可申请贷款，解决资金难
题。目前，已有两家企业就相关业务与霞浦农信联
社展开对接。

不断延伸金融服务触角，让金融活水直达船头，
助力霞浦蓝色海域更加生机勃勃。如今，有了霞浦
县农信联社的资金“活水”，渔民们“扬帆远洋”的信
心和底气更足了。

为旅而“贷”
串起文旅经济“共富链”
走进霞浦县三沙镇东壁村，一排排民宿依山傍

海而建，极目远眺，落日霞晖在绿水青山间洒下点点
金黄，宛若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凭借这巧夺天工
的独特美景，霞浦成为国内外滩涂摄影的“网红”打
卡地，一批有家乡情怀、地域特色的精品民宿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

“高端民宿发展前景好，势头正足，但投入巨
大。”霞浦县三沙镇云上扶摇民宿老板叶永辉说。
2022 年，来自福州的叶永辉受东壁村的梦幻海景风
光吸引，选择落户与此开办民宿。然而，民宿前期建
造投入需近千万元，资金周转问题成为他首要面临
的最大难题。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霞浦县农信联社主动上门
对接，为其办理“民宿贷”，并授信 300 万元，帮助叶
永辉的民宿顺利完工开业，今年国庆期间，其民宿 7
天就收入15万元左右。“这笔钱可真是‘及时雨’，终
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叶永辉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随着霞浦滩涂摄影旅游资源的不断开
发，霞浦旅游的热度逐渐攀升，同时带动了“旅游+民
宿+摄影”等热潮。为进一步促进民宿产业发展，霞
浦县农信联社积极支持管理规范、运营良好、服务质
量高的个体经营户、民宿等产业，主动对接霞浦县民
宿行业协会，率先推出专门针对民宿企业、民宿业主
的“民宿贷”金融服务产品。

“农信联社就像是我们的春风，真正是我们老百
姓的银行。 在我最愁钱的时候，及时为我们量身推
出了‘民宿贷’。有了农信联社的支持，我更加有信
心办好我的民宿。”东壁村民宿主陈丽芳激动地说。

陈丽芳是觅秋野民宿的老板，因看到近年来到村
中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便有意将家中的自建房改造
成民宿，但改造所需的大笔资金却令她一时犯了难。

当得知周边民宿主都是通过农信联社的“民宿
贷”缓解资金压力时，抱着试一试的心理，陈丽芳联
系上了霞浦农信联社三沙信用社。针对她的实际情
况，信用社为她办理了 30 万元的“民宿贷”，有了资
金支持，陈丽芳民宿得以顺利开工。

“今年，我们进一步扩大‘民宿贷’受众面，授
信范围从以往的大型民宿的建造覆盖到小型民宿
的升级改造，带动民宿经济‘强起来’，周边群众

‘富起来’。”方瑞忠说，2022 年 7 月业务开办至今
累计办理贷款金额 17268.85 万元，847 笔。未来，
我们将持续加大“民宿贷”投放力度，助力乡村文
旅产业的发展。 □ 吴枋宸

（本版图片由霞浦农信联社提供）

蓝色是海洋的颜色，也是霞浦县
农信联社的底色。

作为福建省海域最大、海岸线最
长、浅海滩涂最广的县，海洋——是
霞浦最大的资源优势。近年来，在推
动霞浦由海洋资源大县向海洋经济
强县转变的进程中，霞浦县农信联社
作为一支持续改革创新的农村金融
力量，深耕“三农”沃土，结合“山海特
色”，在海洋经济、文旅经济上下足功
夫，推出了“海参养殖贷”“船抵贷”

“造船贷”“民宿贷”等一系列创新型
金融产品，点燃蓝色经济发展“新引
擎”，谱写了金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的新答卷。

截至2023年10月末，霞浦县农信
联社各项存款余额 81.22 亿元，比年
初增加18.31亿元、增幅 29.11%；各项
贷款余额 65.36 亿元，其中与海洋经
济相关的贷款余额 32.54 亿元，占比
49.79%，较去年同期增加4.82亿元，增
幅17.40%。

数字演绎精彩，一串串上扬的数
据，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唱响了霞
浦农信联社的奋进之歌;如一行行跋
涉的足迹，见证了“农民银行”昂扬发
展的历程。

“霞浦县农信联社作为县域的农
村金融、普惠金融、民生金融主力军，
近年，我们不断加大涉农领域、小微
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拓宽普惠金融
服务领域、创新普惠金融服务产品，
力求满足海洋经济多元化金融需
求。”霞浦县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
长方瑞忠说。

执金融普惠之笔 绘山海振兴画卷
——霞浦县农信联社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侧记

霞浦农信联社走访调研京东智慧物流产业园霞浦农信联社走访调研京东智慧物流产业园

▲霞浦农信联社宣传普惠金融知识

霞浦农信联社金融助理到溪南渔排了解养殖户生产情况霞浦农信联社金融助理到溪南渔排了解养殖户生产情况

▲霞浦农信联社为沿街商户普及金融知识

▲霞浦农信联社为老龄群体普及防诈知识

▲霞浦农信联社金融助理入村了解商户金融需求

▲霞浦农信联社“三八”节关怀女性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