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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 让贵州非遗花式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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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贵州，不能不说非遗；说到贵州非
遗，不能不说贵州省内金融机构的支持和
扶助。

近段时期，贵州各级各类银行积极创
新金融产品、提质增效金融服务，为贵州非
遗保护和发展干实事、加好油。

工行安顺分行
让蜡染非遗重放光彩

蜡染是贵州省安顺市独特的民族印染
工艺，凭着独特的制作技艺和艺术特质，广
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在2008年6月被纳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

位于安顺市开发区的福远蜡染艺术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蜡染收藏、研发、展览、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创办于1992年，创
业初期就曾得到工行资金支持，得以度过
生产资金不足的困境。但随着工作与生活
节奏的不断加快，这家传统蜡染企业又遇
到了生产难题，产品生产工期长、企业周转
资金少的实际情况与订单周期短、样式要
求多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该公司因周转
资金匮乏导致产业升级滞缓，经营再次陷
入瓶颈。工行安顺分行了解此情况后，主
动上门走访，全面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根据
企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匹配经营快贷产品，
第一时间发放300万元的贷款。截至2024
年 9月末，该行累计向该公司提供融资支
持2400万元。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壮大，员
工增加到50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0余
人，生产车间1000余平方米。企业创新推出
的各类日常蜡染用品在省内外供不应求。

在工行“普惠＋”服务支持下，该企业
进一步拓展文旅市场，建成面积 500余平
方米的蜡染艺术展厅，展品包括贵州各地
原生态蜡染及自行生产的壁饰、服饰、真丝
面料、围巾等。企业被评选为贵州省涉外
旅游定点单位，已成为安顺一张远近闻名
的特色文化旅游名片。

近年来，工行安顺分行紧扣金融为民
理念，立足区域实际，探索“非遗+金融”

“文旅+金融”等发展路径，形成了支持产
业发展新模式。该行全面启动“行业分析
研讨会”，推动产业集群式服务，与地方工
信局、文体广电旅游局、农业农村局等职能
部门开展系列产品宣讲和现场授信活动，
通过与政府职能部门紧密联动，持续扩大
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该行深入“走市场、
进园区、下乡镇”，加大企业走访力度，摸清
资金需求情况，积极支持民族文化、特色产
业发展振兴，助力打造特色地方文化品牌。

黔东南丹寨县，南皋乡石桥村的古法
造纸技术已传承上千年，目前已被国家评
为非遗技艺，王兴武依托古法造纸工艺，于
2019 年成立丹寨县石桥黔山古法造纸专
业合作社。

为了非遗技艺的培训与传承，王兴武
计划对合作社的造纸基地进行再次开发，
然而因资金短缺，项目迟迟未能得到有效
推进。县人行和丹寨农商银行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丹寨农商银行第一时间组织客户
经理上门服务，经过实地考察和分析，迅速
为该合作社量身定制了授信方案，及时发
放担保贷款150万元。

“想不到贷款这么快就发放到账了，有
了农商银行的支持，我们发展古法造纸的
信心更足了，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这一
非遗传统技艺。”王兴武说。

贵州银行
金融浇灌民族文化之花

行走在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侗寨的街
巷中，随处可见身着民族服饰或是扎染裙
的游客拍照留影。在蜡染体验坊里，游客
能亲身体验蜡染、扎染等传统手工艺，沉浸
式感受民族地区的文化。

近年来，肇兴侗寨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创新，依托侗族大歌、刺绣、蜡染等
民族特色文化，成为全省旅游热门打卡目的
地。而民族特色文化旅游消费升温的背后，
同样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有力支撑。

“我们家都是明码标价，可以选择自己
喜欢的裙子、T恤、包包、帽子、公仔等，开
展扎染或蜡染体验。不褪色不掉色，一般
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拿到成品了。”肇兴侗
寨猎人部落蜡染坊老板娘陆艳留耐心地向
游客们介绍。

陆艳留是本地村民，与丈夫一起共同
经营手工蜡染坊，随着贵州旅游业的快速
发展，蜡染坊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夫妻俩
虽然打算将二楼改造为蜡染和扎染体验
区，一楼只用于成品展示，以便让游客们能
更好地体验传统手工艺的魅力。但苦于手
里没有资金周转。

2024年8月，贵州银行黎平支行客户经
理到肇兴侗寨向商户介绍普惠金融产品时，
让陆艳留获得了贵州银行的30万元信贷支
持。当年国庆假期之前，陆艳留就对蜡染坊
进行升级改造，并赶上了旅游高峰期。“游客
对我们的蜡染技艺赞不绝口，经过改造的蜡
染坊收入也提高不少。”陆艳留说。

像陆艳留一样在肇兴侗寨经营蜡染店
的本地村民还有20余家，大家都把经营和
民族特色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让侗族文
化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贵州银行黎平支行客户经理黄林林表
示，“我们一直在关注肇兴侗寨的蜡染、民
宿产业发展，并针对这里的商户开发了集
群授信，推出非遗振兴贷、兴农贷等产品。
且手续更简单，利率也更优惠。”截至目前，
贵州银行黎平支行已向肇兴镇100余户商
户发放贷款3100余万元。

贵州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
行将持续探索“金融+文旅”合作新模式，
深入融入更多文化旅游场景，用心满足文
旅产业需要和游客多样化需求，全力助力
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

在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张义苹接触
了沿海地区服装厂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
后，在母亲的鼓励下，回乡创办了蜡染合作
社。2016 年，在各级党委、政府及妇联的
指导和支持下，张义苹创办了蓝锦公司，将
传统蜡染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将时尚
元素融入传统蜡染文化，为非遗蜡染技艺
注入年轻活力。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贵州银行将丹
寨蜡染工艺作为突破口，积极走访企业。
2021年 12月，了解到蓝锦公司的情况，贵
州银行丹寨支行立即决定给予重点支持，
主动上门服务，为蓝锦公司发放了20万元
非遗贷，解决了企业当时资金缺口问题。

贵州银行丹寨支行负责人表示，“像蓝
锦公司这样传承、弘扬非遗文化，带动群众
增收的小微企业，我们应该做好金融服务，
积极给予支持。”

贵州农信
民族工艺变乡村经济

近年来，贵州农信坚守“深耕本土、支
农支小”市场定位，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在
繁荣民族文化上彰显新担当，在活跃乡村
经济上突显新作为。截至 2023年 9月末，
贵州农信累计发放文化产业领域信贷资金
281 亿元，支持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传承人
296名，助推非遗项目破圈焕新，为“多彩”
山地文化持续添光加彩。

马尾绣是一门传承上千年的三都民间
水族妇女独门手工刺绣，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被誉为中国刺绣的“活化石”。

近年来，贵州农信加大对马尾绣特
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和知名马尾绣品牌
打造的金融支持力度，开展首贷培育，扶
持马尾绣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主体发展壮
大，对符合条件的给予创业担保贷款扶
持，并主动下调资金投放利率水平，减免
各类结算及账户管理费，为马尾绣产业
注入金融“活水”。截至 2023 年 9 月，三
都农商银行马尾绣产业贷款余额 1669 万
元，支持经营户 21 户，实现年产值 2500
万元。

现在马尾绣作为富民强县、乡村振兴
的重要项目，得到三都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涌现出宋水仙、韦桃花、韦应丽等马
尾绣非遗传承人和乡村致富能手，带领乡
亲“绣”出新未来，走上“共富”路。

松桃苗绣作为松桃苗族民间群体记忆
和口传身授传承的手工刺绣技艺，也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颇具苗族文化
特色。作为松桃苗绣第七代传承人，8 年
来，在松桃农信联社的信贷支持下，石丽平
建立了从3名“绣娘”几十平方米绣坊到千
名员工3600平方米规模化刺绣产业基地，
将根根彩线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绣出
五彩新产业。截至 2024年 9月末，松桃农
信联社刺绣产业贷款余额1450万元，助力
当地 9400 名妇女创业就业，绣品销往重
庆、广西、湖南等周边地区，还远销67个国
家和地区。

牙舟陶是贵州传统手工艺品，名列“中
国十大古陶之一”，是贵州第一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

平塘县牙舟镇牙舟古陶国家级传承人
张禄麒作为第八代牙舟陶传承人，瞄准产
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向当地农
商银行申请信贷支持，以满足快节奏、高要
求的产销需求。平塘农商银行了解情况
后，主动上门服务，缩短贷款流程，助力张
禄麒陶瓷产业发展。截至 9月末，平塘农
商银行牙舟陶产业贷款余额1200万元，支
持牙舟陶企业及作坊6家，实现年产值620
万元，带动百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创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传承千年的技
艺，更是民族的瑰宝。下一步，贵州农信将
持续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助力民族
民间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为乡村
振兴战略注入新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贵州实践贡献农信智慧与力量。

邮储银行贵州分行
守护舌尖非遗美味

“五一”假期刚过，在长顺县但家食品
厂车间里，特制油锅正翻涌着琥珀色浪
花。腌制足时的鸭子沿铜钩次第入油，在
古法技艺中舒展开来。

“爱，是一口香麻的滋味”——这句印
在包装上的广告语，早已化作游客返程行
李箱里的味觉明信片，随着贵州旅游热潮
飞向天南海北。

椒麻鲜香的滋味不仅是跃动于舌尖的
味觉记忆，更升腾着非遗技艺与现代金融
碰撞的火花。2024年，但家食品厂正面临

“甜蜜的负担”：省级非遗招牌越擦越亮，经
营覆盖区域不断拓展，但流动资金的弦却
越绷越紧。

邮储银行黔南州分行在服务地方实体
经济发展专项调研中，充分了解到但家食
品厂的制作工艺、经营模式及资金需求等
情况后，及时为其发放了 200万元流动资
金贷款，缓解了企业经营压力，也为企业进
一步拓店夯实了基础。

“作为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
邮储银行通过不断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
并借力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
一’优势帮助地方企业整合资源优势，及时
满足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之需，助力‘舌尖美
味’代代传承、生生不息。”邮储银行长顺县
支行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随着一年以来的金融支持，长顺
县但家食品厂即将完成新址迁建，此次产
能升级将有效扩大用工需求，为周边群众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创收渠道，同时也为
金融机构深耕乡村振兴提供更多机遇。

一箪食，一瓢饮，皆可为天下先。作为

深耕地方经济的国有大行，邮储银行贵州
省分行始终将“金融‘活水’浇灌乡土文明”
视为使命，他们用专业态度解码非遗，以金
融温度默默守护着舌尖美味，这份“润物无
声”的邮储坚守，让每一份匠心独运的贵州
味道香飘四海、历久弥香……

建设银行贵州分行
非遗传承与发展的坚实后盾

贵州，这片拥有丰富民族文化遗产的
土地，孕育了松桃苗绣、侗寨鼓楼、马尾绣、
镇宁波波糖等璀璨的非遗技艺。在这些非
遗产业的发展历程中，建设银行贵州省分
行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成为非遗传承
与发展的坚实后盾，展现出诸多令人瞩目
的金融亮点。

松桃苗绣：雪中送炭的全方位支持
松桃苗绣第七代传承人石丽平创建

的“鸽子花”品牌，在传承苗绣技艺的同
时，带动了 4000 余名留守妇女就业，帮助
300 多户贫困户脱贫。然而，其公司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在 2011 年 8 月和 2020 年，
先后两次遭遇资金困难。幸运的是，建行
贵州铜仁松桃支行及时伸出援手，2011年
为其提供了 300万元贷款，帮助公司解决
了扩大生产规模时的燃眉之急；2020 年，
在公司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又在两周内发
放了 310万元贷款。从 2011年到 2020年，
松桃支行共为石丽平的公司提供了 6 次
贷款支持，不仅贷款利率低，还助力公司
享受贵州省民贸民品贴息政策。在资金
的支持下，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拥有
织房 3600平方米、绣房 1600平方米、织布
机 85台、绣架 560台、刺绣基地 6个、织布
基地5个。如今，“鸽子花?松桃苗绣”已远
销 67 个国家和地区，70%的订单来自海
外，成为响亮的民族自主品牌，并多次作
为外交礼品和联合国礼品使用。这一系
列数据充分体现了建行在松桃苗绣产业
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不仅解决了企业的资
金难题，还助力其实现了从地方特色产业
到国际知名品牌的跨越。

侗家鼓楼：精准服务助力传承与发展
郭金陵、郭太文兄弟创办的黎平金陵

民族古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家级侗族
木构建筑营造技艺非遗传承基地，自第一
笔 56.9万元“税易贷”资金到账，建行已陪
伴走过了6个年头。在建筑施工行业，原材
料贵、回款周期长是普遍难题，而建行贵州
黔东南分行基于公司的行业特性和缴税情
况，精准推荐“税易贷”产品线上服务方
案。2024年9月，郭太文接到景区鼓楼修建
项目后，通过“建行惠懂你”App一键测额，
迅速申请到7万元“税易贷”资金用于购买
木材。这一便捷的金融服务，使得公司在
承接肇兴侗寨、黎平府衙等省内景区的鼓
楼修缮维护以及湖南靖州体育馆等项目的
修建工作时，能够更加专注于技艺传承和
项目建设，确保了侗家鼓楼这一古老技艺
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也让更多
人有机会欣赏到独属于鼓楼的建筑之美。

马尾绣：十二年坚守的银企深情
黎维美创立的凤之羽民族文化传播公

司，与建行贵州黔南三都支行仅隔着一座
古桥，双方合作长达 12年。在这 12年里，
马尾绣产业在黎维美的努力下渐成规模，
其团队绣制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获得认
可，还逐步走向国际，并成功申报国家专利
13 项，先后获评“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贵州省妇女手工
创意设计示范基地”等荣誉。随着消费市
场的复苏，公司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困境，
三都支行客户经理及时跨过古桥，为黎维
美送来“小微快贷”37万元。通过“建行惠
懂你”App的便捷操作，几分钟内就解决了
她的资金难题，让她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
订单增加带来的挑战，继续带领 600余位
绣娘传承和发展马尾绣技艺，也让水族文
化在传承中迎来了新的希望和更广阔的天
地。这不仅体现了建行对马尾绣产业的长
期支持，更展现了金融服务与非遗传承之
间深厚的情感纽带。

镇宁波波糖：助力转型升级的及时雨
伍万祥的镇宁万祥波波糖食品有限公

司，从一个家庭小作坊发展成为当地波波
糖生产制造龙头企业，建行贵州安顺镇宁
支行功不可没。2024年 10月 9日，基于伍
万祥的日常收单流水、个人征信及资信状
况，镇宁支行在“建行惠懂你”App上为其
申请到一笔230余万元的小微企业信用贷
款，伍万祥当日支用 130万元用于企业升
级。在资金的支持下，波波糖生产设施得

到革新，企业完成转型，坚守传统制作工艺
的同时，不断丰富产品口味形态，并有效整
合了之前积累的客源。如今，省内外波波
糖订单源源不断，工厂日产量达到 6吨以
上，实现了从传统小作坊向标准化特色产
业的转型升级，让镇宁波波糖的“饴”人香
气传得更远。

农行黔东南分行
扎实做好系统性保护

贵州省黔东南州是侗族大歌、苗族银
饰、刺绣、蜡染等众多非遗技艺的故乡。“扎
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推
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课题之下，中国
农业银行黔东南州分行积极应答，充分发
挥乡村振兴金融主力军作用，以普惠“金融
活水”精准滴灌“非遗之花”。截至目前，共
信贷支持全州各级非遗传承人48人，贷款
余额1887万元。

“绣”出美好“钱”景
黔东南州施秉县的苗家绣娘龙禄颖，

也帮助 1000 多名村民实现了“守着娃、绣
着花、挣着钱”的居家就业梦想。

龙禄颖是非遗苗绣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她早年外出深圳打工，后来返乡创办
苗绣企业舞水云台公司。创业初期，龙禄
颖带领 8位绣娘以手工刺绣领带、茶席装
饰等小物件起步，凭借精湛技艺和精巧设
计，产品逐渐打开了市场。

随着订单量激增，资金短缺成了最大
掣肘。关键时刻，农行施秉县支行向龙禄
颖伸出援手，通过“文旅+信贷”模式累计
投放 1000 万元贷款，并给予利息优惠，帮
助龙禄颖渡过难关。

“2023年，农行500万元资金就像一场
及时雨，帮助公司解了燃眉之急。”龙禄颖
感叹道。这两年，龙禄颖开始探索苗绣的
创造性转化应用。她一方面投入智能化苗
绣生产线，流水线生产苗绣风格绣品，广泛
应用于墙布、挂画、服装、包包等。另一方
面以手工苗绣和时尚服饰品牌合作，生产
的产品亮相米兰时装周，在世界舞台展示
中国民族文化。

3月刚从米兰时装周回来的龙禄颖，4
月又飞往意大利参加合作时装品牌的品牌
活动。用龙禄颖的话来说，这两年简直忙得

“没朋友”，随时都在讨论新产品设计方案、
安排出口订单生产、迎来送往客户朋友。

“这份事业，事关 1000 多名苗族妇女
的就业增收。”龙禄颖直言，压力很大，但好
在有农行支持她们成长，农行还努力帮助
公司找销路，经过多方协调，绣娘们的苗绣
作品已正式入驻“农银商城”平台。

“银匠村”插上“金翅膀”
天气转暖，春色渐浓，位于黔东南州丹

寨县的“银匠村”开始热闹起来。从全国各
地前来游览、体验的游客把小小的“村子”
塞得满满当当。

名为“银匠村”，实际上不是村，这是非
遗苗族银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国春在丹
寨县卡拉村设计打造的一个“村中村”。在
这里，游客可以体验苗族银饰锻制、蜡染、
刺绣、古法造纸、鸟笼制作等多种非遗项目
的设计、加工过程。

“丹寨县拥有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共30项。长期以来，这些非遗项目呈
现分散发展状态，从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
看，没有规模，形不成聚合效应。”王国春说。

从2019年开始，王国春就马不停蹄投
入建设。在将要打造二期“银匠村”主体
时，资金链一下子就断了。“当时的流动资
金只有 50万元，项目也推进不下去，到后
来就只有卖仓库里的银原料。”王国春说。

农行丹寨县支行在走访中了解到王国
春的困难。在认真调研公司的未来规划、
经营模式和市场情况后，丹寨县支行向王
国春的公司支持流动资金贷款 360万元。
仅 3个月时间，“银匠村”主体顺利建设完
毕，并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2022年底，“银匠村”入选全国首批非
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2023年，“银
匠村”被评定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2024
年，“银匠村”接待游客 20万人次，“村域”
内综合产值千余万元，成为非遗产业集聚
与乡村振兴的典范。

今年 3 月，丹寨县支行又为他增量授
信640万元，总授信额度达1000万元，全力
支持“银匠村”非遗产业发展。

“有农行的‘陪伴式’支持，我对未来充
满信心。”王国春说，目前公司和多家品牌
开展接洽和合作，“今年我有信心把产值做
到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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