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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在全市范围内
推广“村落徽州”绿色金融项目模式

实施方案的通知
黄政办秘〔2023〕23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村落徽州”绿色

金融项目模式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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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村落徽州”绿色金融项目
模式实施方案

近年来，我市创新推出“村落徽州”绿色金融项目，探索出

一条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乡村振兴有机融

合的新路子，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日益凸显。现就在全市范围推

广“村落徽州”绿色金融项目模式，制定如下方案。

一、项目情况介绍

2022 年 4 月，徽州区与农发行黄山市分行先行试点“村落徽

州”绿色金融项目，一期总投资 4.77 亿元，其中农发行黄山市分

行授信 3.8 亿元，助力徽州区浪漫乡村发展有限公司打造艺“蔬”

临河、生态坑上、康养蜀源、红色石岗等 4 个主题品牌徽州村落。

该项目立足乡村振兴，利用政策性金融资本，统筹发挥各类经济

主体优势，积极打造乡村产业新业态，创新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成为“国企运营村庄”的“村落徽州”绿色金融模式的开端。

该项目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系统思维、市场逻辑着力解决乡

村振兴实践中的问题。一是聚焦破解资源利用效益低下。深度挖

掘整合优化农村分散、闲置资源，引入绿色金融产品，加大人才、

资金等要素投入，让乡村资产变成运营资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益。

二是聚焦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以国有经济带动村集体经济，

聚焦“五有”（有主题、有创意、有产业、有项目、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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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培育乡村经营主体，激励土地经营权流转，推进集体建设用

地入市，加快乡村经济要素流通，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实现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三是聚焦用市场化方式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以平台的思维、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推动工作，精准实施产

业规划、产品设计、市场开拓、品牌创建，强化市场营销，鼓励

社会资本投向乡村建设，实现美丽乡村市场化运营。

一年来，全市积极推广徽州区“村落徽州”绿色金融项目模

式，取得了一定成效。全市已获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审批项

目 6 个，累计授信 28.45 亿元，累计已使用贷款 10.2 亿元。

二、明确推广内容

（一）项目运营模式

推广国有企业运营乡村“384”工作法。

1．“3”，即统筹国有资本、村集体资本、社会资本合作，发

挥 3 种资本各自优势，组成经济联合体，共同参与乡村产业发展。

2．“8”，即通过 8 个环节，实现乡村产业有效运营。一是上

下联动：推行县（区）、乡（镇）、村三级“公司化”运营，由县

（区）国有企业牵头，会同乡镇国有企业（乡村振兴公司），与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公司（强村公司），整合乡村产业经营资

产资源，形成上下联动乡村产业发展新格局。二是业态策划：依

托乡村资源、产业基础、人文历史等先天优势，因地制宜开展乡

村业态策划。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业态走、业态跟着

市场走原则，努力打造“一村一品”。三是村庄规划：坚持规划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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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按照“一村一策”编制村庄规划，促进乡村集约用地、改善人

居环境、优化产业布局、减少重复建设，让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的配套发挥出最大效用，促进乡村集约用地。四是项目导入：充

分发挥项目对村落发展的带动作用，通过村落徽州运营，有力牵

动各行业、各领域项目配套落地乡村。五是产业植入：依托乡村

资源禀赋优势精准植入优势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文旅、研

学、康养、民宿等特色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生态

优势、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六

是品牌营销：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持续强化“村落徽州”品牌

营销，不断提升 IP 流量。七是形象提升：以“五微”行动为抓手，

下足“绣花”功夫，推动乡村风貌整体提升。八是人才培育：坚持

“筑巢引凤”与“固巢养凤”双轨并进,积极探索多元化乡村振兴人

才引进、培养路径，着力培育一批优秀的“乡村运营官”，以人才

引擎赋能乡村振兴。

3．“4”，即通过 3 种资本合作，8 个环节运行实施，最终实

现群众致富、集体增收、国资增值、社会共赢目标。

（二）项目实施路径

1．摸清家底资源。全面理清盘点乡村域内可利用资产资源，

巩固深化农村“三变”成果，按照资产型、经营权型、品牌价值型

等类型进行登记，建立资产台账，为开发利用打好基础。

2．专业测绘评估。聘请专业测绘、评估公司摸排可流转资

产并建立清单，将可利用经营的资产资源作为村集体资本确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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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强村公司，为乡村整体性打包评估、综合开发、有效利用提供

一整套可溯源、可查验的资源资产数据包。

3．明确运营主体。以县（区）国有企业为主体，通过股权

收购或增资扩股方式牵引乡镇振兴公司、村级强村公司共同组建

乡村振兴产业投融资平台，实行项目系统谋划、资源集中整合，

形成集成优势。

4．推进项目建设。设立“村落徽州”绿色金融项目工作专班，

围绕 8 个环节，及时解决项目推进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堵点问

题，加快推进实施“村落徽州”绿色金融项目，保障项目高效运转。

5．招引社会资本。在整合、完善乡村资产资源基础上，加

大“双招双引”工作力度，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村落徽州”项目。

三、深化推广力度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级层面成立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市财政局（国资委）、人行黄山市中心支行、黄

山银保监分局、农发行黄山市分行等单位组成的黄山市“村落徽

州”绿色金融项目深化推广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市工作专班），

负责“村落徽州”项目的宣传、推广及各区县项目推进指导工作。

市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各区县比照成立工作

专班，全面推动项目推广。农发行黄山市分行及有关金融机构要

成立推进工作小组，积极协助做好项目融资方案，确保项目融资

快速落地。

（二）加强宣传报道。市工作专班要开展实地学习调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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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总结推介“村落徽州”绿色金融项目典型经验做法。积极开展

宣传报道，尤其是对徽州区在乡村振兴中的“384”工作方法及农

发行在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领域积极开展的创新探索进行宣传报

道，在全省打响乡村振兴黄山品牌。

（三）加快推进实施。对已审批的“村落徽州”绿色金融项目

进行清单化管理，定期开展项目落地工作调度，协调解决项目推

进中存在问题，加快贷款投放及项目建设。项目暂未落地的区县，

要加快对辖区内乡村闲置资源的统计，编制乡村闲置资源利用方

案，积极与农发行黄山市分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对接，加快推进进

程。

（四）持续巩固提升。农发行黄山市分行要加大金融产品和

服务方式创新力度，通过对黄山市乡村振兴“满天星”工程的全面

支持，探索提炼一整套乡村振兴领域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

新模式。全市各金融机构要就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各自选取创新

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结合绿色金

融发展及乡村振兴实际，创新金融产品，加大乡村振兴领域项目

贷款的投放力度。各金融机构选题情况请于 6 月底前报市工作专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