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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迎来新升级

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吸引企业入

驻的先决条件。多年来，四川省立足城乡融合的阶段特征，构建城乡经

济循环互促、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施一体

化发展的城乡格局，在镇街组团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生态价值

转化、创新“农业+”发展模式等方面形成示范，助推区域基础设施实现全

方位新升级。在此过程中，一系列重点项目在农发行四川省分行的金融

助力下顺利实施，在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民生福祉等诸多维度发挥出关

键效能。

在助力片区居住环境蜕变升级的过程中，农发行四川省分行贯彻落

实《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充分发

挥政策性银行“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职能作用，主动作为、精准发力，

持续跟进项目进展，强化风险管控，聚焦资金保障关键环节，积极调配金

融资源，为构建宜居社区“添砖加瓦”。

为保障群众“住有所居”，多年来，乐山市在安居工程上持续发力，高

质高效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稳稳托起在乐山打拼的新市民群体幸

福宜居梦。今年 12 月，随着四川省首笔支持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

保障性住房贷款在乐山市落地，乐山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将继续顺利

推进。该项目可支持收购 2994 套存量房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总建筑面

积 27.64 万平方米，能够有效助力乐山市加快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此次贷款是农发行系统在西南地区开发落地的首笔住房租赁团体

购房贷款，不仅为当地住房保障领域开辟出一条全新路径，还成为农发

行四川省分行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助力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的重要

实践。

县域联结实现新跨越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路网、水网、物流网相互交织、协同发力。

完善的城乡路网建设、畅通的物流体系为县域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人才

引进等多方面奠定坚实基础，是县域迈向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保障。

眉山市仁寿县的 27 个乡镇位置分散、距离较远，在农发行四川省分

行 7.3 亿元的信贷支持下，这些乡镇被 184 公里的崭新农村公路紧密串

联。如今，随着农村路网的建设，坚实平整的道路在仁寿县的绿水青山

间蜿蜒伸展，鲜嫩的豆角、娇艳的西红柿等农产品，从田间地头沿着公路

走出山区、走向集市，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农村网路不仅仅是连接城乡的纽带，还是迈向乡村全面振兴的康庄

大道。和仁寿县一样，在全省 80 余个县（市、区）推进农村路网建设的进

程中，越来越多的乡间道路，正在农发行四川省分行的金融助力下建成

通车，实现县城联结的新跨越。

在自贡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公铁联运仓储中心，一箱箱贴着“自

贡特产”标签的货物，经叉车搬运，有条不紊地装卸、转运。这里汇聚了

来自自贡及周边地区的特色盐帮美食，凭借着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的高

效运作模式，产品不仅畅销川渝两地，还辐射整个西南地区。

如今，乡村特色农产品可以快速实现价值转换，得益于农发行四川

省分行持续不断的努力。多年来，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坚持服务“三农”，

将金融资源精准滴灌至“三农”领域，累计在全省投放农村流通体系建设

贷款 27 亿元，支持农产品现代流通网络建设，促进城乡商品流通。

特色产业迸发新活力

当前，农业经营形态正发生深刻变革。四川诸多县域精准聚焦“川

字号”特色农产品，构建集生产、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集群，规模化与集约

化优势凸显，在此基础上，县域经济发展的“涟漪效应”不断扩散，带动周

边餐饮、旅游等关联产业蓬勃兴起。

围绕四川省建设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大力

服务“川茶”“川药”“川菜”等“川字号”特色农产品打造金字招牌，鼓励支

持涉农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健康发展，重点支持畜牧、饲料、水产等众多

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川字号”特色农产品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希望集团销售区域覆盖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四川省实体

经济蓬勃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近 5 年来，农发行四川省分行累计投放

超 300 亿元信贷资金支持新希望集团采购生产原料，与以新希望集团为

代表的一众地方品牌根植四川、相伴成长。

油菜是绵阳市三台县的特色农产品，三台县油菜籽产量常年位居四

川省第一。近年来，农发行四川省分行立足三台县实际情况，围绕“全

粮、全链、全行、全力”的发展思路，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加大信贷支

持力度，发放农发行系统内首批种植贷 3000 万元，满足当地企业粮油作

物种植流动资金需求，助推粮食产业做优做强。同时，农发行四川省分

行还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打造县域粮油集中物流中心和油菜良种

培育上积极发力，为三台县“天府粮仓”油菜制种示范基地建设提供 4 亿

元授信支持，通过新建 3.5 万亩制种基地、3.5 万亩种植推广基地和 600 亩

制种实验大棚，提升标准化制种田亩均产能，服务三台县建设“长江中上

游油菜制种第一县”。

宜宾市樟油年产量 1.4 万吨，为推动油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宜宾市

叙州区委、区政府围绕宜宾现代农业“5+2”产业体系布局，加大对叙州区

油樟产业的投资，进一步实现油樟低质低效林的提质增效。农发行四川

省分行发挥好政策性金融“融资融智”优势，将国家政策、农发行资源与

地方融资需求相结合，创新采取“油樟叶销售收入+林下种植收入”还款

来源模式，拓宽还款现金流来源，并开通绿色通道，优化办贷流程，服务

油樟产业加速发展。

未来，当地将形成种植、培育、收集、加工和贸易一体化的现代油樟

林业产业链条，实现油樟量、价双提升，为脱贫人口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有效提升生态自然环境。

如今，“三台油菜”“宜宾油樟”等一大批乡村特色产业迸发新活力，

延伸价值链条，助推万千乡村向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美好

愿景大步迈进。

四川各级政府精准锚定县域发展的战略方向，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

能力与推动效力，搭建起产业协同、要素流通的坚实框架，全方位营造适

宜县域经济发展的优良生态。与此同时，农发行四川省分行也充分发挥

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撬动与引导优势，准确把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

城镇化有机结合的良好机遇，因地制宜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未

来，四川将继续携手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共助四川在新时代阔步走好更

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书写县域经济繁荣、城乡协同发展的新

篇章。

在四川双流经济开发区，一幢幢保障性租赁住房

正加速建设，为吸引人才留蓉创业和企业投资发展做

足了准备；成都市的一家超市里人头攒动，消费者正试

吃着刚从自贡市运输而来的新鲜美食；走进宜宾市叙

州区樟海镇，四季常青的油樟林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

翠绿，油樟产业发展迅速……当下，县域经济的澎湃浪

潮，正成为四川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四川各地政府的施策牵引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四川省分行（简称“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各项金融举措

的配合下，基础设施迎来新升级、县域联结实现新跨

越、特色产业迸发新活力，一个个“小城故事”正在向

“新”出圈，成为四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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