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通往金融世界的“芝麻门”

“以前压岁钱不知不觉就用掉了，这次

银行阿姨给我们上课，我才知道可以把压

岁钱存进银行，就不会乱花了，还能资助贫

困山区的小朋友。阿姨还教我怎么算利息

呢，我以后要做理财小达人。”滁州市三年

级的小学生周妍从邮储银行金融知识进校

园活动中收到了一份有特别意义的礼物：

少儿理财日记本和《银行业金融知识读本

（少儿篇）》，其中，少儿理财日记本里有不

少基础金融知识和理财技巧，还融入了趣

味十足的理财漫画，令她爱不释手。

“目前，青少年的理财观念和知识还比

较薄弱，获得金融知识的渠道还比较匮乏，

邮储银行愿意成为他们打开金融世界‘芝

麻门’的钥匙，希望通过持续的金融知识进

校园活动，让孩子们从小积累金融知识，树

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和价值观念。”邮储

银行安徽省分行行长刘玉成强调，普及金

融知识也要从娃娃抓起，银行也要改变传

统的宣讲方式，要从发放金融知识宣传折

页转变为设计更贴近青少年的读本、日记

本，甚至是手机应用、益智小游戏；要从单

向的授课式教育转变为互动式的青少年金

融知识讲座。

在此次金融知识宣传服务月期间，全

省各级邮储银行积极向广大师生普及爱护

人民币知识，反假货币、反洗钱、理财、国债

知识、征信知识、银行卡的使用、自助设备、

电子银行、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重点

加强青少年金融知识普及，特别是区县中

小学、农民工子弟学校和特殊群体学校。

自9月份以来，共开展了65次入校宣讲活

动，发放相关宣传折页近5万张，赠阅《银

行业金融知识读本（2014版）》330套、少儿

理财日记本1600多份，并通过“请进来、走

出去、一帮一、结对子”等多种方式与全省

50余所大、中、小学及聋哑学校等建立了

常态化的合作关系。

点燃校园金融创新的“星火”

除了持续不断地向青少年群体普及金融

知识，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还高度关注并支

持大学生进行金融创新，连续两年协办大学

生网商大赛，整合政府部门、业界专家、高校、

企业等多方智力资源，鼓励大学生开展金融

产品创新，为金融行业输入新鲜血液。

“在邮储银行网商大赛入校巡讲时，企

业教官关于客户划分与电子银行使用的知

识给我很大启发，我尝试将所学社会学知

识与手机银行APP设计相结合，希望可以

给客户带来更便捷更有趣的使用体验。”宿

州大四学生高帆和他的团队在邮储银行企

业教官的指导下，将社交功能和激励机制

融入到银行APP设计中，目前已经产出了

APP原型。

“通过在全省高校宣传推广大学生网

商大赛，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希望给更多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接触、了解、学习金融知

识的机会，并鼓励大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

创新，促进银行业及相关行业的创新发

展。同时也给广大高校学子提供展现自

我、提升自我、突破自我的一次良机。”邮储

银行安徽省分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阎松华

特别阐述了大赛的初衷。

目前，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已经完成在

合肥、芜湖、马鞍山等10个地市共21所高

校的网商大赛入校巡讲，向2000余名大学

生宣讲了包括电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网络

商务等在内最前沿的金融知识，并吸引197

个团队报名参赛，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大学生

们学习金融知识，使用金融知识的氛围，点

燃了大学生金融创新的点点“星火”。

自2014年金融知识宣传服务
月活动启动以来，邮储银行安徽省
分行以“多一份金融了解，多一份
财富保障”为口号，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努力提高公众金融素质，并
进一步加大对青少年群体普及金
融知识的力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进校园”活动，引导青少年提升金
融知识水平，增强风险防范和依法
维权意识。

郑丹丹 宁大龙

邮储银行向中小学生赠阅金融知识读本

普及金融知识 助梦想“腾飞”

邮储银行送金融知识到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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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特色农庄产业看上去很美

合肥市旅游部门的一项数据显示，合肥目前大大小小农家乐

共有155家，但在很多从业者看来，合肥大部分农庄的层次还比较低。

市场星报记者对合肥现有农庄进行梳理后发现，基本上

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多数农家乐为代表的餐饮垂钓类，

大多规模不大，设施也相对简陋；一类主打会议培训和拓展

训练，主攻大客户；而另一类是相对较“单纯”的庄园，比如

名犬庄园等。

“总的来说，合肥农庄的数量不算少，但品质达不到一线城

市那么高，不够精致。”徐曦告诉记者，很多都是吃吃土菜、摘摘

蔬菜水果、钓钓鱼。

“养生是农庄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未来会引进一些养生项

目，另外也可能加入一些国学教育的元素。”徐曦向记者透露。

聂继磊所在的合肥小团山香草农庄则继续走多元化路

线，“我们准备借鉴台湾农庄的模式，加入更多的体验元素，让

市民和他们的孩子亲近自然、热爱自然，还能在其中提高自己

的动手能力。”

合肥农庄够数量但不够精致

工资、维护成为农庄“最痛的负担”

业内人士告诉市场星报记者，农庄亏与不亏主要看“工资”

和“园区维护”。

“面积大的农庄，需要更多的人去管理和服务，这就需要去

招更多的人。”位于合肥市长丰县一家农庄的负责人举例，基层

人员每个月的工资至少在2000~2500元，一般100多亩的农庄

大约需要配备35~40人，加上管理人员的工资，每年的人力成

本就是一笔大支出。

市场星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的农家乐一般是家庭式

经营，不需要聘请很多人员，也不需要特地对场地、设备等进行

管理和维护，支出的部分会比大农庄省很多，“但他们赚到钱的

也不多，每年都会有一些农家乐转让。”

目前，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郊区，农庄是很多人休闲旅游

的目的地，而食物的“健康环保”也成了这些农庄的卖点。

“事实上，合肥上规模的农庄大约80%都处于亏损状态,小的农

家乐不赚不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农庄负责人告诉记者。

合肥水滨庄园的负责人徐曦已经从事相关管理工作3年左右，

他算了一笔账，一座一站式综合度假庄园，每年人员工资、租金、维

护费用等加在一起就需要220万。

徐曦说，他的庄园2011年开始对外营业，第一年亏损了100万

元左右，现在经过几年发展，营业额可以达到每年300~350万，利润

有200万左右，“如果再算上折旧等费用，很多时候只能称得上是自

保，好的时候能盈利30~50万。”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在合肥上规模的农庄大约有20多家，如果

算上一些小的农家乐，数量可能达到几百家。

上规模农庄八成都在做“赔本买卖”

成熟的农庄该是啥样？
目前，我国有代表性的都市农庄，如北京的锦绣

大地、化州龙汇庄园、顺德生态公园、番禹化龙农业大

观园、深圳光明华侨农庄、廉江长青水果场等，归纳一

下，它们大多拥有这些特质：

NO.1生态自然，突出主题

农庄将田园景观、自然生态与资源环境紧密结合，

主题鲜明、个性突出，人工建造景观与农庄主题相得益

彰，主题中包括水果采摘，竹、香草、茶叶、名花异草观

赏，昆虫收藏，与鸟共鸣等，使游客对自然充满亲切感。

NO.2深度体验，寓教于乐

农场中设有可供多人同乐的如烤肉区、采果区、

游戏区和农耕 DIY 体验区域，游客通过喂养小牛、挤

牛奶、喝生奶、与场内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体验亲

身观察、参与的过程，认识生物生长现象，感受生命的

意义。农场内不定期举办农业相关的教育活动、趣味

比赛，使之成为休闲娱乐、实践学习的最佳场所。

NO.3以农为本，精深加工

利用农场资源优势，设立有自身特色的农产品加

工销售中心或网点，将特产和观光相结合，自主开发、

生产、加工农场产品，加以创意包装，使之成为最具特

色的农特产品和最受欢迎的旅游商品，有效促进产业

链的延伸。

NO.4配套齐全，服务周到

农场中各景点配套设施齐全，景区外部道路、交通、

水电设施完善，内部服务设施干净、温馨、舒适，所到之处

吃喝玩乐样样具备，价格合理，多数设置观光部，负责旅

游推介、接待与导览业务，部分农场还现场展示特色产

品与特色烹调，让游客在游玩同时即时尝鲜。

小团山香草园

链接上规模农庄八成都在做“赔本买卖”？

有人这样形容以农庄为代表的绿色休闲旅游：多少年前“暗流
涌动”，后来一段时间“风起云涌”，再到“惨淡经营”，如今是否已“柳
暗花明又一村”？据业内人士爆料，因为运营成本巨大，合肥上规模
的农庄八成都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