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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陈倩婷 通
讯员/李淑英 谢莉莉）近日，在人民
银行江门市中心支行、江门市金融
工作局、江门银保监分局等部门的
指导下，江门农商银行成功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江门市首只
绿色金融债券。该债券发行规模
为 5 亿元，期限为 3 年，发行利率
3.05%。

据悉，本次绿色金融债券所募
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太阳能利用设
施建设和运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等绿色项目建设，推动江门节能减
排，改善人居环境，助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

本次绿色金融债券的成功发行
不仅加强了江门农商银行绿色信贷
的有效供给能力，推动该行向绿色
银行加速转型，更培育和壮大了江
门地区绿色金融市场。江门农商银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该行将
科学运用绿色金融债券资金进行绿
色信贷投放，加大对改善生态环境、
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的支持，助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春回大地万物苏，春耕备耕正
当时。连日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简称

“江门人保财险”）向对接的江海
区、台山市、恩平市提供红火蚁防
治药物、植保无人机、翻地机、农用
挖掘机、抽水泵等农资价值约200
万元，积极护航春耕保粮安；工作
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为农户介绍农
险服务流程，力求做到政策深入千
家万户……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响应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动
春耕掀起生产热潮，助力江门市乡
村全面振兴，在市农业农村局、江
门银保监分局和市财政局等政府
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江门人保财
险持续深入落实农业保险“保防救
赔”一体化服务工作，多措并举为
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保”是基础
助力稳产增收

时下正值春耕关键期，江门人
保财险通过参展春耕会、召开宣导
会、走进田间地头等方式，宣传农
业保险内容和防灾防损知识。“今
年产粮大县继续整县试点水稻完
全成本保险，以前每亩自缴 8元，
每亩保额 1000 元，现在每亩自缴
不变，保额提高到1250元，覆盖了
直接物化成本、人工成本和土地成
本等水稻生产总成本。同时，我们
今年继续推广商业性水稻收入保
险，保障种植户种粮有收益。”在开
平市赤坎镇红溪村，江门人保财险
农险人员正在向村委会、种植户讲
解保险新政策。

“防”是关键
优化风险管理

做好“防”是保险作为市场经
济条件下基本风险管理手段的重
要体现，从“赔”到“防”意识的转变
背后，是对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重
新思考。江门人保财险近三年已
投入超1100万元农业保险防灾减

损资金，协助市县镇三级政府构建
了“极端天气预防+农业水利维护
完善+病虫草鼠害防治+农业农村
疫情防控”农业农村系统的防灾防
损体系。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2023年全
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总体呈现多发强发态势。
为协助市县镇农业农村部门做好
防红火蚁、防春旱、送农资（农机）、
传农技等护耕工作，在 2023 市县
春耕会上，江门人保财险投入春耕
防灾防损资金约200万元。

“救”是重点
筑强风险屏障

2022年底，人保财险联合开平
市新大农机有限公司，在开平市成
立全国首家农业保险防灾减损服
务中心和水稻生产应急服务中心，
实现了将农业保险防灾救灾服务
嵌入农业生产过程管理，打造“保
险+农服+托管+救灾”的合作模
式，真正打通深度服务农业生产的

“最后一公里”。在2021—2022年
秋季灾害发生后，人保的应急服务
中心及时为农户提供秋粮抢收服
务，为种植户减损达到800元/亩。

“赔”是基本功能
织密兜底网

江门人保财险通过完善大灾应
急机制和理赔演练等，实现农险快
速理赔。其中，2022年“龙舟水”和

“暹芭”台风两次特大自然灾害的理
赔金额4463万元在一个月内全部
赔付到受灾农户、农企，赔款的快速
全面赔付展现了人保温度，得到各
级党委政府、受灾群众的充分肯定，
有效助力灾后迅速复产。

江门人保财险相关负责人表
示，围绕乡村振兴、百县千镇万村
发展等需求，将不断深化农险“保
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发挥保
险“减震器”和“稳定器”的积极作
用。 （文/图 傅雅蓉）

江门人保财险深入落实农险“保防救赔”举措

为全市春耕保驾护航

近日，江门人保财险向我市各县（市、区）捐赠防灾减损物资。

江门首只绿色金融债券成功发行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江门日报讯（记者/吕胜根 通
讯员/林树俊）服务江门林业发展，
保险创新永远在路上。昨天，记者
从阳光农险江门中支获悉，该公司
不久前成功出具广东首笔商业性森
林台风指数保险，为恩平、开平两地
林户提供29.28万元风险保障。

“在投保了阳光农险政策性森
林保险的基础上，听到他们新推出
商业险森林台风指数保险后，我们
立即进行投保作为政策性保险的补
充，这让我们得到更充足的保障。”
投保了商业性森林台风指数保险
后，恩平企业客户冯先生如是说。

据悉，商业性森林台风指数保
险是在广东省内首创以林木为保
险标的，通过设置巨灾保障圈和台

风预警圈两层风圈作为触发赔付
依据的台风指数保险，在保险期间
内，一旦台风进入任一风圈，且风
速达到约定等级，则赔付触发。该
保险的推出，是阳光农险江门中支
对“政策性+商业性”创新系列险种
探索运用的又一具体体现，除了作
为政策性险种的补充，提高林户的
风险保障外，商业性森林台风指数
保险具有定损更加精准、理赔更加
便捷的特点，破解传统农业保险存
在的理赔定损困难、道德风险难
控、矛盾纠纷较多等问题，充分发
挥保险支持林业发展的保障作用，
有效推动了农业保险“扩面、增品、
提标”，为江门农业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

广东首笔商业性森林台风指数保险在我市落地

服务江门林业发展

“以前每天营业额只有三四
百元，现在来打卡的游客多了，
也带旺了店里的生意，游客逛累
了就进来买些饮料、雪糕，营业
额是以前的两倍。”潮远综合店
老板林莲英说。

潮远综合店位于三十三级
青石板梯旁，是《狂飙》剧中高启
强身穿“强盛小灵通”蓝色马甲
打电话的取景地，也是当前人流
量最大的打卡点之一。“从大年

初六开始，突然来了很多游客，
一天比一天多，后来别人告诉
我，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店上了
《狂飙》，连招牌名字都没改。”林
莲英说。

江门老街火了后，林莲英也
开始在店里卖起了“狂飙”折扇，
以及新会陈皮等特产。在该店
门口，记者还看到一位“安欣”的
扮演者，现场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拍照。记者原以为是林莲英请

来的演员，了解后才知道对方名
为文永发，是某短视频平台的推
荐官，每天打扮成“安欣”在现场
派送折扇、《孙子兵法》等小礼
品，吸引人们下载平台App。当
记者问及会否担心被抢生意时，
林莲英笑着说：“不怕，大家有钱
一起赚。现在这个片区多了很
多临时的小摊档，卖茶饮、咖啡
还有小吃，各个业态集合在一
起，才能带旺整个街区生意。”

“找到了，就是这里，张颂文同款肠粉。”3月8日上
午，和团友在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墟顶老街拍完照后，游
客曾阿姨跟着手机导航一路找到了河记肠粉店。她告
诉记者：“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出门前做了旅游攻略，
听说这家店的肠粉很好吃，所以专门来尝一下。”

河记肠粉店是江门老字号，创店至今已经43年。《狂
飙》主演之一张颂文曾发微博推荐广东肠粉，而照片中
的肠粉店正是河记肠粉店。今年初《狂飙》播出后，这条
微博也被细心的“狂飙”粉们发现，并相继前来打卡，河
记肠粉店也因此变成了“明星网红店”。

“从大年初十开始，店里的客人突然多了起来，周末的出
餐量比以前多了三成。”河记肠粉店老板马女士告诉记者，由
于客流量增加了，该店每天延长营业2小时，早午市从早上6
点30分到下午2点，晚市从晚上8点到凌晨3点。

除了肠粉外，近期河记肠粉店也推出了猪脚面，同
样受到游客欢迎。“我在老街生活了20多年，第一次看到
这里这么火爆的场景，很多游客过来打卡，也带旺了店
铺生意，所以我们在店里增加一些《狂飙》的元素，满足
游客打卡的需求。”马女士说。

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让原本平静的老街，一下子热
闹了起来，剧中多次出现的猪脚面更是成为游客打卡必
吃的美食。一夜之间，猪脚面店在老街遍地
开花。

“以前店里是做其他生意的，《狂
飙》播出后，老板才把店改成卖猪脚
面。”一家猪脚面店的店员孙荣浩
告诉记者，为了吸引客户进店用
餐，他还从淘宝上淘了一批小灵
通，再搭配《孙子兵法》以及印
有“强盛集团”字样的工帽，组
成“狂飙”三件套，摆在店铺门
口供游客打卡拍照。

说起猪脚面，人气最旺的
还要数李永坚的徐记面馆。该
店原本是一间床上用品店，在《狂
飙》剧中是高启强与安欣吃猪脚面
的取景地。电视剧《狂飙》播出后，随
着越来越多人过来打卡，李永坚决定给

“狂飙”粉们建一间真实的“徐记面馆”。“街道
办、有关政府部门很支持我们，希望我们能还原剧中的场
景，吸引更多游客来江门打卡。”李永坚说。

从装修店铺到正式对外营业，李永坚仅仅用了一周
时间。2月25日，徐记面馆开业首日，面馆就人气爆棚，
食客大排长龙，等候品尝强哥同款正宗猪脚面。李永坚
告诉记者，目前店内最高记录日销500多碗，有的游客还
特意从黑龙江过来打卡。

徐记面馆带来的巨大流量，让李永坚也成为了“网
红达人”，游客喜欢与他合影，各大媒体的采访更是络绎
不绝。当记者谈及他高人气的话题时，他却显得比较谦
虚，并认为一时的热度终会褪去，好的口碑才能让店走
得更远，“我们希望和剧中一样，能把店铺打造成为老字
号店。”李永坚憧憬着。

随着大量游客跟着剧中场景
过来江门老街打卡，沿线的商家也
纷纷开始售卖《狂飙》周边产品，其
中“狂飙”折扇最为热销。近日，记

者走进新市路，多家商店的
门口都挂满了折扇，上面

写着《狂飙》的经典台
词，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选购。

折扇原不是
剧中的元素，为
何会如此火爆？
记者走访了解
到，原来“狂飙”
折扇这个创意来
自于同班同学文
具店。该店是剧中

“强盛小灵通”的取景
地，自《狂飙》开播以

来，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过来打
卡。看着越来越旺的人气，店老板
秦焱便灵机一动，利用家人经营的
制扇工厂资源，推出了“狂飙”折
扇。“之前我们摘抄了一些德云社
的台词写在扇子上，在北方卖得很
好，所以我们参考这个思路也制作
了‘狂飙’主题的折扇。”秦焱说。

秦焱的“狂飙”折扇推出后，受
到了游客欢迎，连周边的商户也主
动联系他，把扇子批发回店里卖。

“目前江门老街有七成的折扇是从
我们这边批发出去的，商家每次拿
100 把回去，一般 3 至 4 天就卖
完。”秦焱说，江门老街10天可以
卖出2万把折扇。

为了应对突然增加的客流量，
秦焱的家人也前来支援。每天店里
加上员工一共有10个人，其中一部

分看店，一部分在门口摆摊。结束
营业时间也从以前的傍晚6点30
分延长至晚上10点。“虽然很累，但
值得！”秦焱说：“其实游客多了，商
家上下货不方便，对店里的批发生
意影响很大，但看到有那么多游客
喜欢我们的店，我们内心还是很高
兴的。希望能抓住这波热度，把流
量变现，这样既能维持店里的经营，
又能满足游客的打卡需求。”

除了扇子外，秦焱还打算围绕
江门老街主题制作一批文创产品，
让更多游客了解江门老街的历史
文化。“通过这段时间的传播，大家
逐渐从‘狂飙’粉转为江门粉，很多
人到江门老街是为了这里的特色
建筑和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
的信号，《狂飙》的热度正在慢慢转
变为江门的热度。”秦焱说。

近日，位于江门长
堤历史文化街区的同班同学文具店

门前人头攒动，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络绎不
绝，店老板秦焱和他的姐姐秦淼、妹妹秦鑫正在摊位

前忙碌地招呼游客，一边帮忙拍照，一边帮游客选购“狂飙”
折扇。秦焱告诉记者说:“自《狂飙》播出以来，为方便游客打卡，对

江门留下好印象，我们每天晚上10点才关门。虽然辛苦，但值得！”

近期，随着电视剧《狂
飙》的走红，作为剧中取景点之一的长
堤历史文化街区也成功火出圈，全国各地游客
蜂拥而至。面对巨大的客流量，江门老街商家怎么紧抓
机遇，如何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如何实现流量变现？为此，
记者走进江门老街进行实地采访。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倩婷 吕胜根

《狂飙》余热不减，游客纷至沓来，店主表示辛苦但值得

江门老街商家“赢麻”了
餐饮店生意火爆
网红店最高峰
日销500多碗猪脚面

《狂飙》周边产品走俏 商家10天卖出2万把“狂飙”折扇

业态多元化 综合商店营业额是以前两倍

同班同学文具店老同班同学文具店老
板秦焱和他的姐姐秦淼板秦焱和他的姐姐秦淼、、
妹妹秦鑫正在摊位前忙碌妹妹秦鑫正在摊位前忙碌
地招呼游客地招呼游客。。

为了吸引客户进店用餐为了吸引客户进店用餐，，店家门口摆放小灵通店家门口摆放小灵通、《、《孙子孙子
兵法兵法》》以及印有以及印有““强盛集团强盛集团””字样的工帽字样的工帽。。

徐记面馆开业首日吸引媒体前来采访徐记面馆开业首日吸引媒体前来采访。。

由于客流量增加了由于客流量增加了，，
河记肠粉店每天延长营河记肠粉店每天延长营
业业22小时小时。。

市民文永发市民文永发
扮演扮演““安欣安欣””，，吸引吸引
游客关注游客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