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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讯（王金鹏）近年来，四
川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农村手
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制
度保障。已经发布了四批农村生产
生活遗产名录并持续开展保护传承，
全面启动乡村工匠的遴选认定工作，
建立了乡村工匠目录清单，对超过5
万名农村手工艺传承人进行登记造
册，覆盖了刺绣印染、编织扎制、雕刻
彩绘等20余个行业领域，包括国家
级传承人 80 人、省级传承人 802
人。日前，在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举行
的四川省农村手工艺保护发展新闻
发布会上，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
师徐斌介绍说。

目前，四川已建成197家非遗工

坊，认定了50个省级非
遗工坊。北川的羌绣传
习所几年来培训绣娘
9000余人，带动妇女灵
活就业300余人；青神竹
编为6个省市、川内20
个市县培养技师16000
多人，带动全县从业人员
6000多人。通过实施乡
村工匠“百千万”培育工
程和评选“四川省农村手
工艺大师”“乡村工匠名

师”等方式，培育手工艺领军人才。
2017-2023年，四川省连续7年组织
开展了“四川省农村手工艺大师”评选
活动，从各市州推荐的近2000人中评
选出287名大师，根据行业协会的估
算，手工艺大师带动就业10000人以
上，实现销售收入超10亿元。

下一步，四川将继续加大农村手
工艺保护发展的力度，进一步推动非
遗工坊和传统工艺工作站的建设，开
展“省级乡村工匠名师工作室”“省级
大师传习所”认定工作；培育乡村传
统工艺龙头企业与新型经营主体；积
极探索传统工艺振兴与建设非遗特
色小镇、乡村工匠园区等紧密结合的
新路径。

近年来，金融机构致力
于推动城乡地区人才、环
境、服务等方面加速融合，
通过关注“新农人”金融需
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县域基本公共服务
金融配套支持等举措，助力
城乡融合发展。随着我国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持
续推进及《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的发布，我国
城乡融合发展将迎来新机
遇，金融机构也必将在服务
县域和城乡居民方面发挥
出积极作用，持续提升“三
农”服务水平，扩大县域金
融服务覆盖面，支持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

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报·中国
农科新闻网记者 闫瑜涛）7月 31
日，陕西农科海投供应链有限公司
（简称“农科海投”）与斯里兰卡中国
商会（SCBC）在陕西杨凌签署了一
项关于圣桑果汁及果酒等大宗贸易
进出口的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
双方在经贸合作领域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共同开启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合
作的新篇章。

根据协议内容，斯里兰卡方面每
年将采购来自陕西圣桑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圣桑集团”）的圣桑桑
椹酒及果汁，首批两个货柜的果汁及
桑椹酒已确定发货。为深化双方长
期合作，协议还规划了在斯里兰卡共
同建设圣桑蚕桑科技产业园的宏伟
蓝图。该产业园将由斯里兰卡提供
土地与厂房，农科海投负责引入设备
及原材料，圣桑集团则提供核心技术
支持，共同生产系列桑椹酒及果汁饮
料等产品，并面向全球开展转口贸
易。鉴于斯里兰卡对多个国家（如日
本、韩国、印度、阿联酋、加拿大等）享
有贸易零关税的优惠政策，这一举措
将极大促进圣桑系列产品的国际市
场拓展。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在农产
品、食品及其他领域开展广泛而深
入的合作，包括大宗商品的进出
口、农业技术交流、市场资源共享
等多个方面。此外，协议还涵盖了
农科海投从斯里兰卡进口红茶、荷
花、椰碳、有机肥等产品，并由圣桑
集团进行深加工，联合推出新产
品，共同开拓市场。此次合作预计
每年进出口总额将达到一亿美元，
不仅彰显了双方对合作前景的坚
定信心，也为促进中斯两国在农业
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此次签约仪式，不仅是农科海投
首次涉足农产品跨境出口业务的重要
里程碑，也是中斯两国在农业领域合
作的一次重要突破。展望未来，农科
海投与斯里兰卡的合作前景广阔、潜
力巨大。双方将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为契机，进
一步深化合作内
容、拓展合作领
域、提升合作水
平，共同开创丝
绸之路经济带合
作的新局面。

“小手艺”做成“大产业”
四川农村手工艺销售收入超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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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科海投供应链有限公司与斯里兰卡签署大
宗贸易进出口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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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长足进
步，金融支持城乡融合发展举措
不断完善。

在邵科看来，金融服务体系
仍需进一步强化。“目前农村经
济资源密度较低，金融需求具有
额度小而分散、时效性强等特
征，对物理网点的依赖性较高，
目前银行业的物理网点覆盖依
然不足，部分网点在高昂成本压
力下甚至出现裁撤和关停；城乡
数字化鸿沟依然存在，‘三农’领
域数据质量问题相对突出，制约
数字化服务渠道的使用。”

随着《决定》的发布，我国城
乡融合发展将迎来新机遇。在受
访专家看来，金融机构下阶段应
需继续做好县域乡村金融服务，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金融机构可
加强在县域和农村地区推广移动
支付、网上银行等现代支付方
式，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并建
立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提高农
村居民的信用意识和信用水平。
同时，继续为农村和县域地区提
供更优惠的信贷政策，降低贷款
门槛和利率，扩大信贷规模。”南
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
辉说。 （据《农村金融时报》）

展望未来，继续做好县域乡村金融服务

城乡融合发展对完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
高要求。近年来，金融机
构一方面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提供中长期融资
支持，另一方面立足地方
资源禀赋，推出特色化产
业链金融服务，农村三产
融合发展明显提速，城乡
差距逐步缩小。

走进四川省成都市崇
州市大划场镇划石村和灰
窑村，很难想象不到10年
时间，这片土地从一个落
后的人口流出村镇变成如
今劳动力聚集地，实现农
民就业增收、农村经济发

展和产业融合提升。
崇州市作为成都西部

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拟在郊区小镇打造
数字产业生态圈重要协同
配套基地，以企业租赁高
标准厂房的方式，为企业
发展壮大提供更优渥的资
源环境。农发行崇州市支
行在得知政府融资需求后
立即行动，将该项目作为
支持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点项目，短时间内完成
项目调查和贷款审批。截
至目前，该支行已按照工
程进度投放近 10 亿元城
乡一体化固定资产贷款。

促“环境”融合，助力建设和美乡村

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
“人才”融合。近年来，我国
县域城镇化持续较快发展，
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或在
大城市就业多年的农民朋
友，踏上返乡创业之路，成
为一代“新农人”。此外，回
乡创业亟需信贷帮扶的“新
农人”，他们的发展均离不
开金融支持。在政策推动
下，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
机构愈发重视对返乡创业
人员的金融服务，不断加大
金融服务供给，满足其资金
需求。

中国银行研究院银行
业与综合经营团队主管邵
科对记者表示，银行在完善

“物理网点+自助设备”等
传统服务渠道基础上，加大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
数字化手段的覆盖力度，构
建并完善专门的产品体系，
支持“新农人”在兴农路上
大展拳脚。

近几年来，金融行业对
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持续
加大关注力度，通过丰富和
细化金融产品、创新服务模
式和融资渠道，激发更多家
乡青年积极回乡创业，并通
过实实在在的金融扶持，促
进更多村民在“家门口”稳定
就业，为实现“共同富裕”，推
动城乡“人才”融合，构建起
金融强大的支撑体系。

促“人才”融合，让“新农人”安心扎根

农村手工艺人正在炒制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