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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农信社按照国家和
自治区精准扶贫决策部署，全力以赴
服务全区脱贫攻坚工作，以金融精准
扶贫为主战场，以扶贫小额信贷为抓
手，加大扶贫信贷投放，全力满足脱贫
攻坚多元化融资需求，勇当金融助力
脱贫攻坚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在 2018
年 4月 27日召开的广西自治区脱贫攻
坚推进大会上，广西农信社“三农”小
微金融部和上思县农信联社荣获“全
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广西农信社以占广西银行业机构
22%左右的存款资金，发放了占广西银
行业机构 98%以上的扶贫小额信贷、
65%的农户贷款、50%左右的涉农和小
微企业贷款、60%以上的扶贫龙头企业
贷款，并且多年来纳税总额位居广西
区直企业、金融同业首位，是广西地方
金融的核心力量、金融支农支小和脱
贫攻坚的主力军。截至今年 3月，广西
农信社累计向 51.6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发放贷款 248 亿元，惠及贫困人口
200多万。

搭建一个平台 促进脱贫致富

资金缺乏是不少农户脱贫致富的
“绊脚石”。为解决农户的这一难题，广
西农信社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从
最初的 3万元提高到 5万元，部分县域

提高到 15 万元，此举让更多贫困地区
农民通过小额贷款发展生产、增收致
富。同时，该农信社出台一系列支持贫
困地区优惠政策，推进实现贫困农户

“多贷款、贷‘大款’、快贷款、贷长款”，
鼓励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并带动
贫困对象就业增收。为配合自治区新
一轮扶贫开发，广西农信社大力推进支
持金融扶贫“百千万”工程，制订了对54
个扶贫重点县、片区县贷款增速以及农
户贷款增速不低于全区贷款平均增速
的“两个不低于”工作目标。在此基础
上，他们依托自治区金融扶贫大数据管
理平台，精准对接贫困地区、贫困人口
金融服务需求，科学制定 2015-2020年
全区农信系统金融精准扶贫工作规划，
全力助推脱贫攻坚。此外，他们对在54
个贫困县开办的扶贫龙头企业给予“贷
款期限优惠、贷款利率优惠、抵押担保
优惠、贷款准入条件优惠”多项优惠政
策，不断完善承接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
发展的配套服务，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以往，贫困户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比
一般农户更难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为
解决这一难题，早在2015年，广西农信社
就推出了“致富贷”产品，将贫困户评级授
信指标进行简化，把更多的贫困户纳入评
级授信范围，以便获得更高额度的贷款支

持，使资金难题得到有效破解。
一直以来，广西农信社采取因地

制宜、因人施策的方式支持贫困户发
展。对有一定劳动能力、致富愿望和
生产技术的贫困户，他们在为其提供
资金支持的同时，还结合当地产业优
势主动为贫困户找项目、找技术、找市
场，为贫困户发展献计献策。对有一
定劳动能力但自身无发展项目的贫困
户，他们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且征得贫
困户同意的前提下，通过采取合作经
营或入股委托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等经营主体经营管理的方式，让贫困
户获得固定收益，增加贫困户收入，实
现脱贫目标。

此外，广西农信社还充分发挥“利
农商城”平台，帮助农户拓展农产品、
农副产品销售市场。今年一季度，“利
农商城”订单累计达 12.4万笔，广西农
信“利农商城”及合作渠道销售商品金
额共计 8426.5 万元。“利农商城”不仅
增加了“旅游”版块，还积极支持绿色
生态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链延伸，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扶持特色产业 振兴一方经济

近年来，广西农信社按照“贷款跟着
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
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工作

思路，促进地方产业发展。在工作中，他
们依托当地特色产业，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
户”等帮扶模式，以及订单质押贷款、产
成品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担
保方式，不断加大林业、种植业、畜牧业、
水产养殖业、水果蔬菜、光伏、旅游等产
业扶持力度。

结合广西农业产业化“339”工程（做
强3个千亿元产业、壮大3个五百亿元产
业、培育 9个百亿元产业）建设，广西农
信社充分发挥金融导向作用，结合贫困
地区产业特色，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
他们通过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和引
导更多农户开展特色种养、订单农业等
项目，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提高
农民收入。

与此同时，广西农信社积极做好
对贫困地区特色农业、旅游、民族文化
等特色优势产业的金融支持，其中隆
安的香蕉、右江河谷的“菜篮子”、巴马
和龙胜的旅游景区、平果的铝加工等
均从中受益。广西金穗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在隆安县农信联社1.1亿元贷款的
支持下，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香
蕉种植企业以及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
业，年销售收入 4 亿多元，固定农民工
1620人，季节性农民工 5060人，年支付
土地流转金6000多万元，

八桂脱贫攻坚的农信力量
——广西农信社加大信贷投放推进金融精准扶贫

◎ 谢咏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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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农信社
改制要因地制宜。”近日，云南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教授龙超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云南省的大部分县级农信社
达不到改制要求的资产质量，应以市
州为范围联合发展，建立市州一级的
农商行为宜。

目前，农信社的改革向商业化、
市场化方向发展，要求县级农信社改
制为具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县级
农商银行。这种模式在我国东部、中
部地区，尤其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
基本完成，效果也是不错的。

“这种模式对于西部经济发展比
较落后的地区就不太适合，尤其是在

云南推动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龙超
分析说，主要的现实难题有两个：其
一，从资产规模上看，不发达地区的
县级农信社的资产一般在 30亿~50亿
元，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就要相应
地设立若干个内控部门，合规成本非
常大。其二，云南偏远地区的农信
社，人才队伍极为匮乏。一方面，在
农信社内部，下到基层员工，上到高
层管理干部，对现代公司治理架构、
现代公司治理等概念都比较茫然；另
一方面，县级很难聘请到公司治理需
要的具有专业素养的独立董事，需要
到省城或至北京聘人，成本高不说，
还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针对云南等经济滞后地区的实际
情况，龙超建议应建立以市州为一级的
农商银行。把市州下辖各个县级农信
社的资产整合到一起，净资本增加，单
体法人的抗风险能力也会大大增强。
规模扩大之后，有利于满足一些业务领
域的监管门槛指标，与此同时，还可扩
大业务经营范围，提升管理效能。

“建立以市州为单位的农商银行，
需要在政策上进一步放宽准入，允许
多种成分的资本来参与农信社的改
制，以解决农商行增资扩股的渠道难
题。”龙超表示，省农信联社的改革可
通过资本纽带对农商行实施控制和管
理，同时，履行风险兜底的责任。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龙超认为

欠发达地区农信社改制需因地制宜
◎ 本报记者 杨喜明

陕西省农信联社

组织农合机构消保培训
◎本报记者 杨海涛

通讯员 任占伟
日前，陕西农合机构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业务培训会在西安举办。
在开班仪式上，陕西省联社普惠消

保部负责人首先强调了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的重要意义，随后，他分析了当
前消保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就消保工作
现状提出了具体要求。

据了解，此次培训主要内容分两个
部分进行。一部分由普惠消保部对投诉
管理暂行办法进行解读，会同科技部开
展投诉系统操作培训和上机练习；另一
方部分由外聘专业讲师开展投诉业务处
理技能专题培训。

会后，参训人员表示，通过此次培训，
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有了全新的认识，
并对日后工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邢台农商银行以“新三板”上市为契机

布局未来发展 加快转型升级
◎ 本报记者 霍云鹏 王海潮

10月24日，在邢台农商银行“新三板”上市媒体通气会上，该行董事长王世峰
（左二）、行长赵明柱（右二）等管理人员介绍有关情况。

9月 28日，河北邢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邢台农商银
行”）股票正式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批准在“新三板”挂牌
交易，开创了河北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进入资本市场的先河，也成为继喀什农
商银行、如皋农商银行、福清汇通农商银
行之后，第四家在“新三板”市场上挂牌
的农商银行。

在深化改革中砥砺前行

邢台农商银行是经原银监会批准，
由邢台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组
建而成，并于 2012年 12月 15日挂牌开
业，是河北农信系统启动“双改”工作以
来第一家成功改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截至 2018年 9月末，注册资本 81421.56
万元，其中企业法人股占比86.71%，最大
单一股东持股 5.35%；下辖营业网点 34
家，发起组建并开业村镇银行5家。

成立 6年来，邢台农商银行坚定全
面深化改革思想，始终秉承“服务客户、
成就员工、回馈股东、感恩社会”的经营
理念，推进战略转型，积极对接邢台“产
业升级、动能转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建设经济强市、美丽邢台的战略规划，
不断拓展经营思路，提高资产质量和经
营效益。成立之初，该行就制定了适合
自身发展的三年规划。2016年，该行又
聘请专业公司全面制定了“两体两翼、
六核驱动”（“两体”即个人金融、企业金
融，“两翼”即小微金融、金融市场；“六
核”指社区银行、流程银行、县域金融综
合银行、电子银行、直销银行和流动银
行）的发展战略，不断转变经营模式、盈
利方式、业务结构、增长方式。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全辖各项存款余额
104.94亿元，较 2012年底增长 77.84亿
元，增幅278.9%；各项贷款余额77.98亿
元，较 2012 年底增加 59.28 亿元，增幅
317.01%；资产总额133.50亿元，较2012
年底增加99.9亿元，增幅297.32%；实现
总收入7.66亿元，较2012年底增加5.58
亿元，增幅 268.27%；实现拨备前利润
4.32亿元，较2012年底增加3.51亿元，增
幅为433.33%。2013-2017年，该行连续
五年监管评级被评为二级，在全省农信
系统中名列前茅。

邢台农商银行的快速发展赢得了社
会各界广泛认可，多次获得业内外嘉

奖。2016年9月，该行在“2016中国银行
家论坛”暨2016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排
名中被评为“资产规模 500亿以下农村
金融机构竞争力评价第三名”。2018年
再次被评为“2018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规
模 100亿-300亿竞争力排名第三名”。
该行连续四年被中共邢台市委、中共邢

台市桥西区委评为“纳税功勋企业”。

在强化合规中稳健发展

邢台农商银行积极推动“合规银行”
建设，在全行根植“合规创造价值”的理
念，突出合规导向，强化合规执行，实现主
动合规、实质合规。

周口农商银行揭牌开业

改革创新践行服务“三农”承诺
◎ 马战行 娄庆波 李 文 薛冰川

河南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王哲、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为周口农商银行揭牌。

10月17日，河南周口农商银行举行
揭牌开业仪式，成为全省第五家地市级
农商银行。

据了解，周口农商银行经省银监局
批准，由周口市农信办与周口市市区农
信联社改制而成，农商银行系统是市域
内资产规模最大、网点数量最多、服务
范围最广、综合实力最强的地方性金融
机构，也是周口人民自己的银行。此次
周口农商银行的揭牌开业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标志着该市农信社的改革发展
取得突破性进展。

自 1951 年成立以来，周口农商银
行先后历经统一法人、管理主体变更、
全面组建农商银行等发展历程，持续不

断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始终践行着服务
“三农”的承诺，服务城乡共发展，并在
各项业务中实现了新的突破。截至目
前，该市农信系统资产总额达 1135 亿
元，各项存款余额 978 亿元，各项贷款
余额 437 亿元，其中存、贷款规模及市
场份额均位居全市金融机构首位，近两
年累计缴纳税金 17 亿元，为周口社会
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高效办贷 服务经济发展

前不久，市民赵先生通过河南农
信手机银行客户端发起贷款用信申
请，周口农商银行小微贷事业部客户
经理在看到申请后，

传承沂蒙精神传承沂蒙精神 看新时代临沂农信系列报道看新时代临沂农信系列报道（（一一））

编者按：蒙山巍巍千秋，沂河滔滔万
代。井冈山、延安与沂蒙山是中国革命
战争时期最重要的三大老革命根据
地。1947 年，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
军打了一场漂亮的孟良崮战役。70 年
后的今天，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乡村振
兴的“新孟良崮战役”早已打响，临沂农
商银行系统敢于担责、勇立潮头，成为
助力该市乡村振兴的“金融”先锋。

夏来青岛罩绿纱，朝听鸟语暮看霞，
还有好景君须记，小西湖畔红莲花。素
有“海上明珠”之称的青岛，曾是李金民逐
梦和弄潮儿的地方，凭着年轻人意气风发
的机灵劲儿和艰苦奋斗的踏实劲儿，李金
民很快打拼出了自己的天地。没成想，
2014年，这碧海蓝天，竟也留不住李金民
的心了。

这一年，李金民36岁。他舍下青岛蒸
蒸日上的生意，回乡种桃树去了。

回乡后的李金民，竞选当上了村党支
部书记。“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我心才
安！”他的家乡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杨庄
镇西山根村，属沂蒙革命老区。以前，这
里散种桃、桃品低、规模小，没市场，年轻
的壮劳力都在外打工。如今，李金民不仅
带领大伙儿学经验、引品种、建市场，还主
动洽谈各地桃收购商，提桃价。

“我有白血病，和老母亲相依为命。

这两年母亲的痴呆症厉害了，离不了
人。李书记常来家问寒问暖，关心我的
生活，大家都愿意跟他干，我也把家里的
两亩地包给了他，每年一亩地还能收上
6000多块钱租金呢！”村民李祥宽紧紧握
住记者的手，眼里饱含热泪。

“俺们村大规模种桃树，今年是第三
年。种植面积已有 1100 多亩。”李金民
说，“规模有了，农机、化肥、人工等资金
缺口也就大了。种桃的农资是赊给村民
的，咱是党员，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事实上，在沂蒙革命老区，为了让老百
姓富起来，有无数像李金民这样的党员在
行动。沂水农商银行杨庄支行行长马宝
青，是李金民家的常客，在了解到西山根村
的发展困境后，他第一时间赶赴上级党委
汇报。很快，临沂农商银行系统创新推出
了为农村党员量身定制的特色贷款产品
——“党员信用贷”。

李金民告诉记者，“以前，我这个书记
真豁不出脸去求人家做担保，有的人家男
人虽同意，女人会抱怨。现在有了党员优
惠贷款，咱脸上有光了，身份更亮了，更加
珍惜自己的信用了。俺们村42位党员，已
有半数申请了贷款，大伙儿撸起袖子带领
着老百姓脱贫致富！”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沂水县杨庄镇辖
22个社区、9个镇直机关、22个厂矿企业学
校等共有2243名党员干部。

临沂农商银行系统创新信贷产品

3.5亿资金支持党员带头创业
◎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通讯员 韩继营 李舒婕

临沂市沂水县西山根村村民种植的桃树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