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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经济

在昭通乡村振兴一线，总能看到一群
忙碌的身影，他们身背挎包，手持设备，活
跃在田间地头，奔走在乡间阡陌，穿梭于
集市社区，为农户、企业提供“零距离”金
融服务——他们就是扎根基层的金融特
派员。

自金融特派员“进农村”试点工作
开展以来，昭通市聚焦乡村振兴、园区
经济发展等重点领域，提供多元化金融
服务，创新推出苹果、竹子、天麻等特色
信贷产品，搭建信贷资金投向与地方特
色产业发展融合桥梁，为乡村振兴注入
金融“活水”。2024 年 10 月以来，金融
特派员累计走访农户和企业 63085 户，
摸 排 融 资 需 求 27.99 亿 元 ，落 地 贷 款
17.24 亿元，帮助涉农企业防风化债 440
万元，开展财税金融政策宣讲和咨询服
务 1877次。

整合立局
多维联动构建乡村振兴共同体
昭通市坚持“政府引导、特派员主责、

群众参与”的工作思路，探索形成“1133”
金融服务工作机制，通过一个方案牵头抓
总、两次会议跟进调度、三张清单明确任
务、四个活动拓展服务，抓实“选、管、用”
全链条管理，激励人才进村、金融入户、服
务“三农”。

全市共选派 103 名金融骨干人才担
任金融特派员，采取“一对一”“多对一”

“一对多”模式，定点服务辖区内150个乡
镇（街道）及 6个产业园区（开发区）。同
时，精选11名统筹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
金融特派员担任县（市、区）金融特派团团
长，围绕 5项主要任务和 12项具体要求，
牵头抓总辖区金融服务工作。此外，通过
财税政策宣传和金融知识普及，带培 64

名乡村CEO，有效提
升乡村带头人的金
融素养。

全 市 各 驻 点 单
位为金融特派员设
立专用办公室，妥善
解决其住宿、就餐问
题，并邀请他们参加
乡镇办公会议，确保
金融特派员全面融
入驻点单位，与驻点
乡镇同频共振、同心
协力，共同开创经济
发展新格局。

提质开局
科技赋能重塑普惠

金融新场景
乡村振兴，科技

先行。昭通市以科技为引擎，深度融入金
融创新举措，构建起多层次、数字化、线上
线下双向赋能的普惠金融新模式。

永善县金融特派员利用融资信用服
务平台等数字化工具摸排企业融资需求，
编制政策匹配清单，实现信贷资金精准投
放，有效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企业融资
门槛高等难题。

镇雄县金融特派员牢牢把握“兴昭富
民卡”推广契机，创新实施“乡镇营业网
点+金融特派员+兴昭富民卡”联动模式，
整合政府专员与金融特派员力量，深入田
间地头，为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精准

“画像”，通过“兴昭富民卡”将现代金融服
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目前，全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新增注
册企业3842户，发放“兴昭富民卡”2.67万
张，授信10.33亿元，用信7.98亿元。

创新破局
品牌领航打造特色产业示范园
产业兴则经济兴。昭通市锚定“农业

强市”建设目标，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新模
式，统筹抓好经营主体培育与特色品牌打
造，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通过
政银协作做好“土特产”文章。

一把小肉串，百亿大产业。近年来，
随着昭通小肉串在全国各地烧烤行业声
名鹊起，拥有优质肉牛资源的鲁甸县桃源
回族乡抓住机遇，经政府招商引资，在金
融特派员和乡村CEO协助下成立云南汇
瑞食品有限公司，主营牛干巴加工包装及
小肉串加工。随着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公
司资金需求激增。金融特派员主动对接
桃源乡党委和政府及信用社，助力公司成
功贷款 300 万元。云南汇瑞食品有限公
司借助金融支持，扩大发展规模，提供就

业岗位 56 个，带动全乡肉牛存栏量增长
35%，推动昭通小肉串产业实现全链条布
局、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成为昭通

“金融赋能+龙头带动+农户参与”的乡村
振兴样板。

高原红宝石，千村金饭碗。昭通苹果
以色艳、早熟、甜脆、营养丰富著称，曾 4
次入选云南省“十大名果”，其“飞”入空间
站的喜讯曾刷爆微信朋友圈。一直以来，
昭通市将苹果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打造，通
过“飞天苹果”提升“昭通苹果”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金融特派员在调研苹果产业
时发现，洒渔镇种植户普遍面临“融资难、
担保缺、产业散”的困境。针对抵押难题，
金融特派员及时沟通对接，引入云南省农
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政策性担保，有
效缓解农户经营资金压力，打造昭通“特
色产业+政策性担保+特派员服务”的金
融服务样本。

“我种了 80多亩苹果树，还从事苹果
收购和销售业务，通过签订昭通苹果消费
扶贫礼品包订单，我与多家公司建立了合
作。我想扩大种植规模，却苦于缺乏担保
贷不到款。金融特派员得知情况后，及时
联系省农担公司担保，让我获得 150万元
贷款，解了燃眉之急。现在，种植规模扩
大了，技术也升级了，今年肯定是个甜透
心的丰收年！”洒渔镇苹果种植户王先生
开心地说道。

目前，全市累计投放“苹果贷”1640
笔1.36亿元、“乌蒙金竹贷”1665笔1.16亿
元、“天麻贷”1851笔1.41亿元。

信用固局
“整村授信”撬动绿色昭品生态圈

天赐尤物，独爱昭通山水。起伏的山

峦、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筇竹
这一“中国独大、大关独大”的宝贵资源。
走进大关县木杆镇，放眼望去，疏密有致
的筇竹随风摇曳、绿意盎然。

自金融特派员“进农村”试点工作启
动以来，大关县依托村干部人脉资源网，
高效整合金融特派员力量，以“整村授信”
为核心抓手，在全面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的基础上助力竹产业发展。目前，全县
已完成筇竹主产区木杆镇的信用建档与

“白名单”转化工作，累计授信430户5852
万元，新增用信 1121 万元。“之前我一直
担心资金短缺影响竹子种植，如今政府关
心、银行支持，这笔授信款就像及时雨，既
让我结清了工人的工资及肥料款，也让我
更有底气引进先进种植技术提产提质
了。”筇竹种植大户郭先生感慨地说。

金融特派员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整村
授信”白名单成果转化，确保农户合理信
贷需求得到满足，在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民
增收致富的同时，用实际行动书写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昭通生态答卷。目
前，全市已推动完成 42 个乡镇“整村授
信”白名单转化工作，累计授信 5.33万户
60.26 亿元，用信 21.19 亿元，用信率达
35.16%。

昭通的实践证明，乡村金融不是“大
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一个特派员
挎包里的移动终端、一笔 20 万元的定制
贷款、一场田埂边的反诈宣传，这些“小
切口”正悄然撬动乌蒙山区的“大变
革”。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更多金
融特派员的脚印将踏遍群山。每一笔贷
款的精准落地，每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
都在续写着“资源聚合”与“价值裂变”的
昭通篇章。

从“资源聚合”到“价值裂变”
——记金融特派员“进农村”的昭通实践

通讯员 李代琴 文/图

宽阔的加工车间里，一台台自动化设
备整齐排列，工人们各司其职：有的操作
开平机处理门框料，有的在轰鸣声中切割
铝材，有的专注焊接门框，有的正在组装
门扇……这里，正是镇雄县以勒五金高新
产业园的云南罗旺斯门业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

这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离不开
吴长斌返乡创业的引领与带动。身为浙
江省金华市昭通商会会长，他带着资源与
经验“组团”返乡，为乡亲们在家门口搭建
起就业与发展的舞台。

离乡谋生
18岁青年的多元创业路

从浙江金华到云南镇雄，1900 公里
的路程，如今乘坐高铁只需9个小时。但
23 年前，18 岁的吴长斌坐在拥挤的火车
上，用了整整7天时间才抵达这段旅程的
第一站——新疆。在那里，他将通过摘棉
花赚取前往浙江的车费。

“车厢里拥挤不堪，就像沙丁鱼罐头，
我和同村的周仕莲只能在过道上蹲着。”
吴长斌回忆道。这个来自镇雄县泼机镇
庙山村的青年，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
用摘棉花挣来的 500 元血汗钱买下了一
张前往浙江的车票。

初到永康市，吴长斌的求职之路布满
荆棘。他多次在工厂求职未果，直至年
关，才以缴纳200元押金的代价换来一份
工作。

5 个月后，在镇雄老乡的帮助下，吴
长斌进入一家有镇雄籍股东的工厂。凭
借自身努力，他从普通工人逐步成长为车
间主任。工作期间，吴长斌不安于现状，
开启了多元创业之路。他与浙江人合伙
建起占地面积达5亩的复式养殖鱼塘，利
用下班时间割草、捡菜叶喂鱼，将业余时

间全部投入养鱼事业。鱼塘丰收后，他果
断转租，转而开了一家只有8张桌子的小
餐馆。这间小餐馆既为老乡提供了就业
岗位，又以“家乡味道”凝聚同乡。

在工厂任职期间，看到“销冠”汇报工
作时存在不足，他毅然辞去车间主任一
职，成为一名销售人员。面对竞争，他凭
借“不让客户等待超过一个月”的承诺，以
真诚、高效打动客户，不到一年时间便成
为“销冠”。在南京的一次业务洽谈中，他
展现出非凡魄力，自掏腰包垫付 20 万元
货款，化解客户需求与公司规定的矛盾，
不仅促成了生意，还赢得了客户的尊重与
老板的赏识，被任命为福建、江西、江苏等
省的销售经理。

从求职受挫到多元创业，再到销售领
域的逆袭，吴长斌在永康这片土地上，用
汗水与智慧书写了自己的创业传奇。
2011年，他创办“梦全球”门业，从小厂房
起步；2017年成立“七鑫”门业；2023年打
造“罗旺斯”品牌，企业年产值达2.8亿元，
拥有500名员工，成为当地门业龙头企业。

返乡之惑
心结与机遇的艰难抉择

就在公司发展如日中天之际，镇雄县
政府招商团队登门拜访，邀请吴长斌回乡
投资，示范引进产业链企业，共同打造百
亿元级以勒五金高新产业园，建设“中国
西南五金之城”。

然而，对吴长斌而言，这并非易事。
12 年前的那次回乡创业经历，至今想起
仍心有余悸。他回忆道：“设备还没搬完
就被村民拦下，非要我赔 10 万元修路
费。”那次尝试不仅让他损失惨重，更在他
心中留下了一道心结。

面对家乡再次抛来的橄榄枝，吴长斌
对以勒的交通、物流、劳动力等条件进行

深入调研。镇雄县地处云贵川三省接合
部，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区位优势日益
凸显。更重要的是，全县每年有近 50 万
人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务工，大量镇雄
籍工人在沿海工厂历练成技术娴熟的产
业能手。这些在外打拼的游子中，绝大多
数都希望在家门口找到一份满意的工
作。但吴长斌深知，生产一道门涉及 50
多个零部件，光有劳动力远远不够，能否
吸引配套企业落户镇雄才是建厂的关
键。县里将这份重任托付给吴长斌，正是
希望以其行业影响力促成更多企业在产
业园落地，让“中国西南五金之城”的蓝图
从愿景走向现实。

“在外打工 10年、创业 10年，该回家
了！”望着 2024年 5月在镇雄县投产的新
厂房，吴长斌百感交集。除了他自己的车
间，几家五金配套企业也在进行设备调
试，逐步完善的产业链让吴长斌再次坚定
了返乡创业的决心。

“一开始我们不敢回来。以前，镇雄
交通落后，连挂车都开不进去。”因担心家
乡基础条件薄弱，吴长斌虽心动却不敢贸
然行动。得知镇雄已经通了高速公路、高
铁，并坐拥丰富人力资源等优势后，他终
于在 2023年 11月签下协议，入驻以勒五
金高新产业园。

2023 年，吴长斌在产业园投资 2000
万元建厂，成为当地“归雁计划”的首批
响应者。在他的示范带动下，目前已有
16 家企业入驻园区，协议引资额达 13.5
亿元。

创业梦想
让“罗旺斯”回家

镇雄县在外务工人员达 50 万人，超
过 10 万人从事五金行业。在“五金之
都”浙江永康，镇雄籍五金从业者就达

6.5万人。“镇雄五金工”已成为全国知名
劳务品牌。

自2023年8月启动建设以来，以勒五
金高新产业园聚焦门窗、锁具产业，配套
通用机加工设备，大力引进产业链企业，
加速构建百亿元级五金高新产业集群，全
力打造“中国西南五金之城”。

在以勒火车站旁，占地 1021 亩的产
业园正拔地而起。吴长斌每天在新厂房
调试设备，筹划着如何将浙江成熟的五金
产业链完整地“搬”回家乡。“这里生产成
本较低，加上招商政策优厚，目前综合成
本比浙江低 15%—20%。”据吴长斌介绍，
公司高峰期用工近500人，大多数是镇雄
籍五金技工。

今年 42岁的邓迎春是镇雄县塘房镇
凉水村村民，也是4个孩子的父亲。他曾
在永康市做钣金工并担任车间主任。
2024年 3月，在吴长斌的劝说下，他回到
云南罗旺斯门业有限公司担任厂长，月薪
1.2万元。据邓迎春介绍，公司在西南地
区同行业中配备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并
以“师带徒”等方式培养了大批熟练工。
镇雄县泼机镇的周礼品夫妇曾在永康市
制作防盗门窗，如今也在云南罗旺斯门业
有限公司工作，每人月工资约7000元，还
能照顾家中老人和孩子。

扎根家乡
助力打造“中国西南五金之城”
镇雄县成功引进全国工商联五金机

电商会会长单位——亿联控股集团，建
成镇雄亿联国际商贸城返乡创业就业示
范街区。该街区与以勒五金高新产业园
形成产销联动，共同构建中国西南五金
加工制造与商贸物流综合交易平台。目
前，该街区已吸引 468 户商户入驻，吸引
返乡创业企业 322 户，直接带动 4200 余
人就业。

家乡的蓬勃发展，是吴长斌最欣慰的
事。身为金华市昭通商会会长，他带领 7
户金华市五金企业入驻以勒五金高新产
业园，为园区注入了强劲活力。将金华市
的五金产业链“搬”回家乡，助力打造“中
国西南五金之城”，是吴长斌当下最大的
心愿。

回乡创业以来，吴长斌先后当选为
昭通市人大代表、昭通市总商会副会长
等，深度融入昭通发展大局。他还积极
投身公益事业，以实际行动回馈家乡：
镇雄“1·22”滑坡灾害发生后，牵头组织
金华市昭通商会捐赠 5.7 万元，为受灾
群众送去温暖；高考期间，组织园区 20
余辆车参与爱心送考，并出资 2 万元助
力雨河镇学子逐梦；与盐源镇温水村签
订“万企兴万村”结对帮扶协议，助力
180 余户村民增收，用公益实践诠释责
任与担当。

“过去离乡是为了谋生，如今返乡是
为了发展。”看着陆续回乡就业创业的老
乡，吴长斌黝黑的面庞绽开标志性的笑
容。当年那个挤在火车里的青年，如今正
引领更多人踏上回乡的路。

乡情为舟，门窗为桨
—— 回 乡 能 人 吴 长 斌 领 航 发 展 镇 雄 五 金 产 业 侧 记

记者 杨 杰 陈忠华 文/图

吴长斌（右一）在车间指导工人生产门框。

金融特派员（右二）到农村企业开展金融服务。

青山绿水的镇雄县农村。

镇雄县以勒五金高新产业园一角镇雄县以勒五金高新产业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