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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丽

　　眼下正值夏收时节。西海岸新区大场镇
的田野里一片金黄，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
梭，驶过之处，麦秆被整齐地吞吐，金黄的麦
粒从出粮口倾泻而下，农民脸上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多亏了大场镇联合银行机构推出的

‘场好品’惠农贷，不要抵押物就能放款，政
府还补贴一部分利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让我在今年扩大了小麦种植规模。今年小麦
长势特别好，产量肯定高。”看着地里金灿灿
的小麦，大场镇小麦种植大户姜永战高兴地
说道。
　　记者了解到，姜永战不仅是大场镇远近
闻名的种粮能手，还是青岛同富勤耕农业机
械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凭借齐全的农机设备
和先进的种植技术，他承包了大场镇大量土
地。年初，踌躇满志的姜永战计划进一步扩
大种植规模，但资金短缺成了“拦路虎”。
　　“有地、有机械、有技术，就是缺‘活钱’
扩大生产，这是不少像我们这样想干事的种
植户普遍遇到的难题。”姜永战说。
　　转机出现在大场镇政府联合中国农业
银行大场支行和青岛农商银行大场支行提
供的主动上门服务。了解到姜永战的情况
后，“政银”双方精准对接，依托大场镇推出
的“场好品”惠农贷政府贴息特色贷款项目，
为他量身定制了信贷方案，无需抵押物，以
政府贴息形式提供了950万元的贷款资金，
一举破解了他的资金瓶颈。
　　“场好品”惠农贷是大场镇2024年重点
推进的镇办民生实事之一，旨在发挥财政资
金引导撬动作用，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促进农户持续增收。该项目精准聚焦姜永战

这样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对符合条件的贷款对象提供财政贴息
补贴，补贴标准为贷款额度不高于0.5%的比
例，单个主体贴息总额上限为50万元。
　　“这相当于政府为贷款利息‘买单’了一
部分，大大降低了我们的融资成本，让好政
策真正落到了急需资金发展的主体头上。”
姜永战解释道。
　　在“场好品”惠农贷的强力支持下，青岛
同富勤耕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如虎添翼，小
麦种植规模较之前增加了300多亩。“有了这
笔钱，农资投入、农机维护、人力支出都更有
保障，为今年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姜永战
望着长势喜人的小麦信心满满地说道。
　　为确保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大
场镇建立了完善的服务机制：主动对接镇域
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服务台账，明确

专人“一对一”跟进，全面摸排生产资金需
求。同时，印发《大场镇金融赋能乡村振兴财
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规范操作流
程，与中国农业银行大场支行、青岛农商银
行大场支行深化合作，将金融资源重点配置
到粮食生产、加工、仓储、销售等保障粮食安
全的核心环节。
　　自2024年年底推出以来，大场镇已累计
发放“场好品”惠农贷104笔，总金额达6999
余万元。一笔笔及时、低成本的信贷资金，正
转化为田间地头抢收抢种的动力，转化为粮
仓里沉甸甸的收获，更转化为推动农业现代
化发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坚实力量。轰
鸣的收割机驶过金黄的麦田，满载的粮车驶
向粮仓，大场镇的田野上，丰收的喜悦与金
融惠民的活力交织，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壮
美画卷。

“场好品”惠农贷护航粮满仓
大场镇已累计发放“场好品”惠农贷104笔，总金额达6999余万元

　　□本报记者 刘宏超
　　本报通讯员 丁大千

　　近日，青岛西海岸旅游投资集团从中国
建设银行成功申请1000万元“生态贷”授信。
这笔授信的特别之处，在于以灵山岛生态产
品价值为抵押标的。这也是继成功创建全国
首个“负碳海岛”、完成灵山岛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和青岛市首例海产品碳足迹核算后，灵
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灵山岛保
护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创新之举。
　　接下来，灵山岛保护区还将与中国农
业银行合作开展绿色金融贷款业务。目前，
岛内的初心民宿已成功获批80万元绿色信
贷，多家知名民宿品牌正在与银行洽谈合
作。灵山岛保护区连续攻克了生态产品“度
量难、抵押难、变现难”等难题，打通了“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为全省乃
至全国的海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
供了“灵山岛样板”。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坚持生态优先，着
力塑造特色，打造环境优美、独具魅力的美
丽海岛。
　　灵山岛保护区在全省率先成立海岛环
境资源巡回法庭，首创推行“法院蓝+生态
绿”环境司法工作模式，为完善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制度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全域实施
碳普惠激励机制，开发碳普惠行为清单、微
信小程序，创新设计“乘船上岛”“带垃圾离
岛”“光盘行动”等24种碳积分应用场景，对

居民绿色低碳行为进行量化核算，居民可
凭积分到“低碳商店”兑换商品。
　　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认证，灵
山岛保护区2020年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
氮排放5668吨二氧化碳当量，森林碳汇
7001吨二氧化碳当量，年自主负碳1333吨
二氧化碳当量，成为全国首个“负碳海岛”。
　　依托灵山岛保护区优质生态资源优
势，西海岸新区积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研究，通过系统治理、育强产业、做
优品牌、创新机制，打通生态产业化和产业
生态化的绿色通道。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是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前提和基础，通过

GEP核算科学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
值，可为促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提
供依据和参考。作为山东省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试点地区，灵山岛保护区在2022年就
率先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可度量”，当年GEP
达5.9亿元。而2023年核算报告显示，这一数
字再创新高——— 6.2亿元，GEP价值量达
1881.8万元/平方千米，同比增长3.9%。
　　“1000万元‘生态贷’虽然数额不大，但
意义重大。此举探索了生态价值到经济价
值转变路径，对我省乃至全国的海岛、山区
等推动绿色转型发展探索了很好的路径，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山东省科学院生
态研究所所长许崇庆表示。

千万元“生态贷”花落灵山岛
以生态产品价值为抵押标的，创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

　 　 大场镇推出
“场好品”惠农贷政
府贴息特色贷款项
目，发挥财政资金
引导撬动作用，扶
持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促进农户持续
增收；青岛西海岸
旅游投资集团以灵
山岛生态产品价值
为抵押标的，成功
申请1000万元“生
态贷”授信……
  近年来，西海
岸新区着力营造优
质金融生态环境，
充分发挥金融“活
水”作用，以高质量
金融服务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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