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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融融，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

希望。在晋中国家农高区，厂房错落林

立，大棚有序排列，宛如一幅绚丽多彩

的田园画卷。作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

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这

里承载着为有机旱作农业发展先行示

范的重要使命。

4月9日，阳光明媚，记者走进山西

东辉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园区，

一只只黑天鹅在水中悠闲地戏水，为这

片宁静的园区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

不远处，一座座智能玻璃温室大棚如同

一个个高效运转的“蔬果车间”，静静诉

说着科技与农业的完美融合。

在这座2万平方米的荷兰模式现代

化玻璃温室里，先进的灌溉系统、智能温

控设备一应俱全。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

标，就能精准控制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

参数，为农作物提供最适宜的生长条件。

该公司董事李清叶站在现代化的

温室前，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他介

绍道：“国内外110余个农作物新品种引

进试种，37 个种业新品种筛选推广，10

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目

前，公司已经实现了生产设施现代化、

生产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数据化、生

产流程工厂化，对引领当地群众走向更

加快捷的致富之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这里，农民不再是传统的“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者，而是成为了掌

握先进技术的产业工人。他们通过参

与公司的生产和管理，不仅学到了先进

的农业知识和技能，还获得了稳定的收

入，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该公司携手

国内牛肉产业领军企业——年产值达

500 亿元的重庆恒都集团，率先在晋中

国家农高区建设了“10万吨牛肉制品冷

链项目”。这一项目达产后，年加工牛

肉制品可达12万吨，直接带动3000个就

业岗位，间接带动5万至10万农户从事

肉牛养殖业、饲草种植，平均可为每个

农户年增收5万余元。

近年来，晋中国家农高区在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力实施“156”战

略举措，打好“农高牌”。作为全省唯一

现代农业产业维度承接地，晋中国家农

高区大力推进创新要素集聚、人才引进

培育、农业示范推广，推动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速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加强科技创新、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

走进山西巨鑫伟业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园区，一股浓郁的玫瑰花香扑

面而来，仿佛置身于一个浪漫的花海世

界。该公司总经理籍浩热情地介绍着

公司的发展情况。

今年，该公司瞄准药食同源食用玫

瑰，致力于食用玫瑰产业发展壮大，打造

农民增收新亮点。目前已发展食用玫瑰

近2000亩，那一片片盛开的玫瑰花海，不

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更是农民们致

富的希望。同时，该公司新建了玫瑰产

品加工车间，从玫瑰鲜花的采摘、加工到

产品的包装、销售，形成了食用玫瑰全产

业链生产，填补了我省一大空白，为当地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食用玫瑰产业，目前，该公司还

紧盯国内外果蔬新品种前沿成果，与国

内外大型种子公司合作，引进示范推广

的新品种达15大类120多个，公司年生

产销售果蔬新品种优质种苗达4500余万

株，极大满足了当地及周边省内外农户

对果蔬种苗的需求。这些新品种的推

广，不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更

为农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积极实施科技

成果应用与转化。该公司应用DNA序

列的种质识别、草莓病毒筛查等生物技

术，在草莓育种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现保存草莓种质资源 200 多个品种，通

过脱毒快繁与杂交育种，已培育出 100

多个草莓新品系，草莓种苗优质率和成

活率显著提高。在全国十余个省份建

立了草莓种苗繁育基地，年销售优质草

莓种苗3000余万株，带动了一大批草莓

种植户增收致富。

晋中国家农高区正以科技为笔、以

创新为墨，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着乡村

振兴的壮丽诗篇。这里，科技与农业的

融合让每一寸土地都焕发出勃勃生机，

创新与发展的步伐让每一个农民都感

受到了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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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晋中大地，万物复苏。近日，

在灵石县南关镇王家岭村的田间地头，工

商银行晋中分行灵石支行行长杨海成带

领团队走进灵石县苗壮种养专业合作社，

一场“金融下乡”行动正如火如荼展开。

“无需抵押、利率优惠、线上审批……”

面对合作社负责人杨通的疑虑，杨海成细

致讲解“种植 e 贷”产品优势。现场答疑

后，杨通当即提交资料，一周内便获得163

万元普惠贷款。“以前总觉得大行贷款门

槛高，没想到工行主动上门，解了我们的

燃眉之急！”杨通感慨道。尝到甜头的他，

还主动推荐了3位种植大户。

这一幕，正是工商银行晋中分行

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乡村振兴的生动

缩影。

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金融服

务的“及时雨”。近年来，工商银行晋中分

行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持续为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注入金融动能，绘就了一

幅乡村共富共美的靓丽画卷。

针对农业经营主体抵押物不足、融资

周期短等痛点，工商银行晋中分行创新推

出“种植e贷”“税务贷”等专属产品，实施

“兴农万里行”惠农政策，打造“银行信贷

支持”的信贷直通车体系，通过数据共享

增信，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加便捷

有效的金融服务。在祁县泓润牧业有限

公司，一笔300万元税务贷款助力企业完

成自动化生产线升级，使订单交付周期从

15 天压缩至 7 天。该公司负责人表示：

“金融支撑助力技术升级，公司发展更有

底气了！”

金融服务的触角不仅延伸至田间地

头，更渗透到现代物流产业链的毛细血

管。发端于介休市的成丰货运网络货运

平台，通过智慧物流系统连接全国 5000

余家货主与司机，却因运费回款周期

长、垫资压力大陷入发展瓶颈。工商银

行晋中分行立足产业链痛点，推出“数

据+金融”解决方案：一方面，搭建“融 e

聚”金融服务平台，无缝对接成丰货运

平台系统，实现货主、司机、平台三方资

金流闭环，单笔运费结算从数日缩短至

秒级；另一方面，创新“货运数据信用

化”模式，将司机运输轨迹、货量等数据

转化为动态授信依据，实现“运单生成

即授信”，预支运费覆盖率达 85%。截至

2024 年底，工商银行累计服务 400 余家

货主企业，结算运费超 16 万笔，累计完

成运费结算近 20 亿元，显著提升企业资

金周转效率。

“有了工商银行的支持，我们只要

提交货运订单和记录，就能快速获取

资金支持，让我们的业务拓展更有信

心。”该平台服务的某托运企业负责人

如是说。这一创新实践，正是工商银

行晋中分行构建“金融+产业”生态的

缩影。

通过打通数据壁垒，工商银行晋中分

行将散落的物流信息转化为可量化的信

用资产，既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

题，也为产业链的数字化升级注入动能。

工商银行晋中分行风险与信贷投资管理

部负责人表示：“未来，我们将以‘成丰平

台’为枢纽，进一步延伸服务至上下游煤

焦钢企业，全力推动产业链数字化协同，

助力晋中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下乡，润泽乡土。从“输血解

困”到“造血赋能”，从传统信贷到数字

创新，工商银行晋中分行正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为牵引，构建起覆盖全

产业链的金融服务网络，这一探索实

践，不仅为全市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

能，也为金融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晋

中样本”。

以金融之笔 绘富美画卷
——工商银行晋中分行打造金融改革“晋中样本”

记者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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