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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瑞金市罗汉岩游客服务

中心乘坐旅游观光车，10分钟左

右的车程，就到了景区的入口。

沿着两壁夹峙的缝隙穿过水

帘，眼前豁然开朗。一路行一路

憩，夏山如碧，溪水泼洒，两边丹霞

山岩，峰奇石怪，嶙峋处，险而不

惊，路转时，陡然一块岩石就矗立

眼前。时有流水从一方天外直直

流下，落入潭中，荡出圈圈涟漪。

如此美景，让人恍惚“山中

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得益于

金融力量的加持，罗汉岩景区

已日益成为远近游客的旅游目

的地之一。“之前基础设施落

后，虽有天赐美景，但景区的名

气却一直打不出去。随着银行

贷款的不断投入，景区旅游公

路、游客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

的相继建成，旅游景点打造工

作也在不断推进，给了游客更

好的旅游体验。”景区相关负责

人曾亮介绍说。

早在 2012 年，农行瑞金市

支行贷款 1.2亿元打造“共和国

摇篮”景区，在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之后，该行又趁势而为，

2016年再次发放长达 18年期限

的项目贷款 5亿元，配合当地政

府全力打造以罗汉岩为中心的

“共和国摇篮“配套旅游项目。

次年，罗汉岩景区的旅游门票

收入便从 98万余元迅猛上升至

427万余元。

罗汉岩景区的打造，只是农

行赣州分行注入金融力量、助力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行积极策应赣州

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的战略部署，把县域旅游作为信

贷业务的重点，全力支持县域旅

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景区

品位和接待能力。

思维是行动的先导。在农

行赣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肖连

斌看来，省委、省政府将赣州作

为省域副中心城市进行打造，而

赣州也是国内人流输入的一个

重要目的地，随着赣州高铁、国

际航班的开通和快速路网等基

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赣州丰富的

旅游资源必将迎来旅游产业的

快速发展。

“旅游业作为新兴服务产

业，具备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

特点，近年来更是成为拉动内

需消费的重要途径之一。从一

定程度上说，发展旅游业已成

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而金

融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

须从经济转型升级中寻找新的

信贷市场，改善信贷结构、客户

结构和收益结构。”肖连斌说：

“金融力量的介入，不仅能加快

旅游事业发展，提升百姓幸福

指数，也将积极推动金融机构

自身的发展。”

对产业前景的精准判断，快

速转变为行动的力量。该行组

建专门团队对全市旅游景区进

行摸底调查，筛选出一批世界自

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

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旅游休

闲区、国家公园和国家 4A级以

上旅游景区作为重点支持对

象。同时，针对不同的项目组建

项目团队，明确各环节办结时

限，跟踪办贷进程，确保旅游项

目贷款的快做、快审、快批。

石城通天寨景区授信 4亿
元，大余丫山景区授信 2亿元，

会 昌 汉 仙 岩 景 区 授 信 2.8 亿

元 ……一笔笔巨额资金的投

入，加快了旅游景区的建设和品

牌的打造，也点燃了赣州旅游产

业发展的强力引擎。

让幸福产业幸福你我他
——农行赣州分行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纪实

□谢文军 余安瑞 记者宋石长 文/图

沿着碎石铺就的乡间小路，慢慢走进“源头山水人家”民宿

时，恰是掌灯时分，盏盏灯笼，挂在檐下，山风徐吹，光影摇曳……

坐落在安远县三百山景区入口的这家民宿，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建

筑，依山而建，青砖黛瓦、飞檐悬鱼、漏窗雕栏，山间引入的溪水从

门前流过，鲜活的石斑鱼就在水中游弋，门前一池开得正盛的荷

花，草香隐隐，蛙鸣声声。对于民宿老板唐春祥而言，这就是记忆

中外婆家的味道。

唐春祥原是景区所在符山村的一名生猪养殖户。为响应政

府保护环境的倡议，他思来想去，最终选择在这里建一家民宿。

为了让民宿最大限度地体现客家风情，从小院选址到房屋设计，

再到小院外围的景致，唐春祥可谓是煞费苦心，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而这也意味着一笔不菲的开支。“各种费用加起来，投资了近

200万元，其间向农业银行贷款了几十万元。”唐春祥说，“有领导

问过我有几个股东，我说有两个，再问我是谁，我说一个是我自

己，一个是农行。”唐春祥开着玩笑。

将民宿建在这里，唐春祥看中的是这里的好山好水和乡村

振兴的好政策，做高端民宿也是基于三百山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前景。正如唐春祥所想，随着三百山、东

生围等景区的改造升级，如今的安远县已悄然形成农旅一体、

产城融合的全域旅游发展态势。而农业银行的金融加持，正是

当地旅游持续升级、驶入发展“快车道”的重要推手之一。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5月底，农行赣州分行仅对全市县域旅游景区

的项目授信就达 18亿元，实际放贷 15.2亿元，其中三百山景区

发放贷款 2亿元。

盛夏草长，丽日流金。梦想与希

望，成为这个季节最美的旋律。

从瑞金县城出发，沿着高等级

旅游公路行驶约 20 分钟，便到了龙

潭度假庄园。满目青翠的蔬菜地

里，庄园主人刘文有正在采收青椒，

一旁的葡萄架已硕果满枝，远处的

荷塘莲花盛开。偌大的庄园内，既

有四季水果、特色果蔬、珍稀苗木、

野生花卉，还有小桥流水、泳池乐

园，游客不仅能享受采摘的乐趣，还

能品尝乡村特色美味，与亲朋品茗

聊天、放松身心。

几年前，身为本地村民的刘文有

看中了这块地处景区附近的废弃厂

区，出资将它改造成了一个集住宿、

餐饮、采摘、休闲于一体的度假庄

园。在资金紧缺的时候，农行瑞金市

支行及时为他办理了 90万元的信用

贷款，成功盘活了整个庄园的运营。

扶上马，送一程。在刘文有的运

营初期，农行瑞金市支行又通过自身

的资源优势，积极推荐客户到庄园住

宿、餐饮，旅游。随着附近罗汉岩景

区游客的不断增多，庄园的收入也快

速地增长。“正常情况下，每天的营业

额都能超过一万元，年纯收入超过百

万元不成问题。”在刘文有的眼中，满

满地充盈着对未来的梦想与希望。

“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旅游不仅是农村经济新的增长

点，也是金融资本的新利润增长点。

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仅可为银行

业的经营转型和可持续增长拓展新的

空间，也将为银行经营创新、提高核

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开辟新的道

路。”采访过程中，说起旅游产业的发

展，接触到的每个农行人认识都高度

统一。

用金融资本撬动乡村旅游市场，

成为农行赣州分行强势介入旅游产业

的又一着力点。该行结合乡村旅游业

发展特点，通过“旅游+金融”的模式，

积极创新推出“农家乐贷款”等特色旅

游金融产品，通过扶持乡村农家乐、特

色民宿、休闲采摘等特色朝阳产业，全

力支持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安远县欣山镇南安隘的山水印

象生态休闲农庄，就得益于农行安远

县支行的全力扶持。数年前，农庄老

板苗长刚从四川只身来到安远做脐

橙生意，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片热

土，用他自己的话说：“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一次偶然路过

就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它。”他放下心

思，开起了这家休闲农庄，并在农行

的资金扶持下，从最初的餐饮扩大到

民宿、垂钓、烧烤、休闲采摘、农事体

验等多种经营。而像苗长刚这样的

乡村旅游项目，安远县支行就支持了

20户、发放贷款 1000余万元。

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产业，被

称为幸福产业。而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旅

游不仅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因产业的综合性、带动性，成为推动文化、

体育、健康、养老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于大余县丫山景区的信贷支持，是时任

农行大余县支行行长黄兴华最为得意的尝试和

创举。从 2018年开始，该行先后放贷 2亿元资

金，用于景区提升改造，游客休闲中心、A哆森

林、水上乐园、木塑游步道、停车场、旅游公厕等

项目相继完成建设、投入运营，有效提升了景区

的旅游体验，成为景区营收的重要增长点。

但让黄兴华觉得最有意义的，不仅仅是景

区营收的增长，更在于它带来的社会效益——今

天的丫山景区，充分运用“景区+专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贫困户）”的合作模式，着力发展“农户

围着产业转、产业围着龙头转、龙头围着市场转”

的绿色经济产业链，形成了以丫山旅游为龙头，

全面带动山区一、二、三产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现年 57岁的卢德风是丫山景区所在大龙

村的村民，之前家庭因病致贫，自己的腿脚还

落下了残疾。2016年，景区专门为贫困农户建

起了“九回头美食街”，免费教会了卢德风制作

客家烫皮的手艺，给她提供了长期免租的档口

用于营业。“在这里一个月平均下来能赚四五

千元，要是走出这个地方，我真不知道哪里能

讨生活。”卢德风的话语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

恩，却因此流下了泪水。

卢德风不是特例。因为景区的兴旺，大

龙村的 48户 17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变成了景

区的保安、电工、导游、服务员，因此走上了脱

贫致富的道路。面对游客，他们自发地穿上

客家衣衫，若有闲暇，便聚拢一起为游客唱上

一支客家山歌，山歌里，唱的是他们的内心，

他们的真情。

“让幸福产业幸福你我他”，成为农行赣州

分行倾心旅游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在金融

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农行赣州分行坚

持系统性思维，着眼旅游全产业链的拓展，不

仅打造景点本身，也打造景区周边的民宿、配

套设施及其他旅游相关产业，让精准扶贫、景

区周边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也纳入全产业链

链条，让旅游业真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助推器。

“推动乡村振兴，本身就是普惠金融服务

的重要内容。2020年，我们将安排 10亿元信

贷资金，继续做好重点景区、景点和辅助配套

产业的信贷支持，同时倾斜4亿元规模，支持旅

游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打通旅

游产业点、线、面各个环节，让旅游兴旺，让经

济腾飞。”面对未来，农行赣州分行一班人思路

清晰、态度坚决。

撬
动
乡
村
旅
游
，拓
展
可
持
续
增
长
空
间

激
活
产
业
链
条
，让
幸
福
产
业
幸
福
你
我
他

大余大龙村贫困户卢德风获得了丫山景区的美食档口，脱贫后的她每天都充满着笑容。

瑞金村民刘文有通过信贷支持开发乡村旅游项目，致富后的他对生活充满憧憬。

改造提升后的安远三百山景区风景迷人。李加淳 摄

大余A哆乡村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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