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通金融服务下

乡‘最后一公里’，为乡

村振兴注入金融‘活

水’。”

“

短短15天实现助农贷款22笔共241万元、跟进产业融资近1000万元、金融助力打造“温泉小镇”……进驻上护镇以来，身为驻
镇工作队金融助理的杨海彬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累计实现助农贷款共104笔、2516万元。

“金融助理是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中坚力量和关键环节。”进驻汕尾市陆河县上护镇以来，杨海彬认真当好“联络
员”“服务员”“宣传员”，以实际行动做好金融服务，“看到农户眉头舒展，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杨海彬
驻汕尾市陆河县上护镇

工作队金融助理

派出单位：
中国农业银行惠州分行

送上“及时雨”
5天发放助农贷款29.3万元

杨海彬向新快报记者介绍道，去年，他

和工作队走访调研时，了解到上护镇富溪

村的单枞茶种植大户老罗，由于春耕需要

购买农资设备，加上他有拓产的想法，因此

资金成了一大难题。

杨海彬随即联系陆河县农业银行业务

人员，主动上门服务，仅用5天时间就为老

罗发放贷款 29.3万元。贷款下来的那天，

老罗喜上眉梢，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感谢工作队送来的‘及时雨’。”

“顺应农时、提早发力，充分发挥金融

助农作用。”杨海彬说，通过对上护镇 2个

片区的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共

40余家走访，工作队全面摸查和掌握了农

户春耕资金需求。

与此同时，杨海彬为农户选取了优惠

的金融产品，得到农行汕尾分行大力支持，

制定春耕备耕专项信贷计划，设立春耕备

耕专项资金，明确资金优先用于满足春耕

备耕需求。

“一方面，要积极收集一手信息，全面

掌握地方政府、乡镇企业、涉农企业和农村

居民等各类主体的乡村振兴金融需求；另

一方面，要主动加强与当地农行分支机构

的沟通联动，协同开展项目客户营销、特色

产品推广等共同做好帮镇扶村金融服务。”

去年，杨海彬因工作出色获

表彰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做好“三大员”
以金融力量助乡村振兴

在杨海彬看来，金融助

理要当好“联络员”“服务员”

“宣传员”，加大金融知识和

产品的宣传力度，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分产业、分片区、

分村和针对有规模的种养殖

户集中或实地进村入户宣

传，为扎实开展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金融助理与工作队捆绑

作战，强化‘造血式’产业发展。”杨海彬告

诉新快报记者，聚焦上护镇农副产品品牌

打造，坚持镇域全覆盖实时跟踪产业发展

情况，及时提供金融助农合理建议，跟进

青梅、火龙果、沃柑、油柑果、金针菜等产

业融资共计近 1000 万元，助推产业做大

做强。

日前，汕尾国际康养产业发展大会上发

布了“汕尾十大康养胜地”，“上护温泉”名列

其中。杨海彬说，温泉、梯田是上护镇得天独

厚的资源，为助力上护镇打造“温泉小镇”，通

过对当地温泉产业带沿线餐饮、民宿、休闲、

商业购物等投放900多万元，为支持文旅项

目配套相关产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进驻上护镇以来，帮助 11 户农户贷

款，金额达 212 万元。”杨海彬积极探索建

立与支行联动机制，全力做好金融服务乡

村 2.0版的惠农助农工作。“对有创业意向

但家庭困难的农户，如果项目切实可行，我

们会及时协调分行支行进行产业帮扶，激

发农户内生发展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金融惠农政策瓶

颈问题，杨海彬积极主动建言献策，不仅提

出对产业贴息的建议，还协助参与起草全

市产业贴息政策的贴息范围和标准，助力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能够在人生阅

历中增添驻镇帮扶的

两年，是我的幸运；能

够在遥远的他乡继续

发挥专业所长，更是

我的光荣。”

“

3月的湛江春意盎然。完成2022年驻镇帮扶项目集中建设任务后，严毅的办公桌上又放了两叠帮扶项目资料。新快报记者看
到，为加快审查效率，他把全部文档分门别类，按投资规模、实施难度、轻重缓急做好了标注。

谈起驻镇帮扶日常工作，严毅说：“杨家镇有158个自然村，普遍基础设施落后，后期建设任务量大，作为乡村振兴第一轮派驻镇
的新兵，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多给属地办实事、办好事。”

专业引导，守牢帮扶项目质量关
作为驻镇工作队协管项目建设的一

员，严毅与工程建设渊源颇深。大学时他

是土木工程系的学生，毕业后，又进入水务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领域工作了 12 年。因

此，他对乡村振兴各项工程多了一份专注

和专业。

从正式驻镇的第二天起，严毅就发挥

专业优势，对帮扶项目进行摸查。他发现，

在前期开展的一些项目上，还存在参建管

理人员长期不到位、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措

施缺位、施工过程记录缺失、验收程序不规

范、施工扰民等问题。

“像帮扶项目常见的道路硬底化工程，

按施工图施工、每道工序要规范核验、质量

检测资料要及时准确、变更资料要完善等

都有严格的规定，但实操中很多程序把关

不规范，资料修编也有着不同程度的错

漏。”严毅说，“在过去，一些地方工程建设

有着一套固有思维和模式，如果严格参照

当下一线城市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要求，

那无疑是‘带病作业’。”

他表示，规范乡村振兴工程建设也是

帮扶的重要举措，只要踏实整改就一定能

把之前的局面扭转过来。严毅和工作队通

过召集参建各方研讨项目存在问题并提出

整改意见、深入施工一线督导、大力宣传帮

扶建设项目和发动群众监督等一系列“组

合拳”，使杨家镇乡村振兴帮扶项目建设面

貌得到重大改变。施工现场安全文明生产

措施逐一落实，参建管理人员认真履职，工

程质量检测客观科学开展，帮扶项目实施

质量得到有力保障。

严毅表示：“至今我们已完成了2021年

度、2022 年度共 51 宗乡村振兴帮扶项目，

总投资逾1800万元。属地村居道路、路灯、

排水、环卫等硬件措施得到大力提升，镇区

人居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

教育帮扶，拟培养储备一批“水务人”
“当下水务领域人才紧缺，但是有时候

高薪也很难招人。”严毅说，在被帮扶地区

发展一批“水务人”，有利于提高本地学子

就业机会，更好地为本地服务。“作为一名

‘水务人’，我想在这里培养和储备一批水

务行业的有志之士，为高效运用本地水资

源、构筑水旱灾害防御线而发展一批热血

青年，并以此作为乡村振兴教育帮扶的一

项长期事业。”

新快报记者从严毅拟订的“水务文化

进校园”活动方案得知，他计划对当地的中

学生分阶段宣讲水务文化，介绍水务设施

及运行原理、水旱灾害防御、用水节水、水

环境治理、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等专业

知识，通过分享亲身的学习工作经历，培养

学子对水务行业的兴趣和爱好，培养一批

年轻的“水务人”。

“乡村振兴任重道远，我们在基建、教

育、民生等都迈出了步伐，接下来我将继续

以水务人的拼劲，不负使命，迎难而上。”严

毅说。

严毅
驻湛江雷州市杨家镇

工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广州市南沙区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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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作队队员

■严毅在抽查杨家镇安榄村委会灌排两用渠

新建护栏高度及实体质量。

■杨海彬（中）在田间地头调研。

驻湛江雷州市杨家镇工作队队员严毅：

培养年轻“水务人”把好乡村振兴工程关

驻汕尾市陆河县上护镇工作队金融助理杨海彬：

金融助理与工作队捆绑作战强化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