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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伊川县鸦岭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以王庄、楼头、殷沟、董家沟等为试点村，在鸦岭镇41个行政村铺展开
来，把花椒种植面积扩张到3.5万亩，逐步推动花椒产业向规模化、高效化发展。针对此情况，伊川农商银行及时跟进，对此
项产业给予信贷支持，规定每户给豫3000~5000元的信贷支持。图为当地群众正在忙碌采摘花椒。 葛高远 杨倍力/图

近年来，河南正阳农商银行在金
融精准扶贫工作中，通过精心建立机
制，落实扶贫措施，下足“绣花”功夫，
补齐扶贫“短板”四项举措，撬动金融
资源向扶贫项目倾斜，取得了明显成
效，受到当地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好
评。截至 7月 20日，该行累计发放扶
贫贷款2.33亿元，惠及1720户贫困户，
使12886人实现了脱贫。

在工作中，该行大力推广“兰考经
验”和“卢氏模式”，成立了以董事长为
组长的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出台
了《精准扶贫贷款管理办法》和《精准
扶贫贷款基本操作流程》等系列制度
办法，优化了“金燕快贷通”“商贷通”

“机贷通”“亲贷通”等信贷产品。同
时，他们积极搭建“政府、市场、社会、
农商银行”四位一体的风险保障“大支
撑”体系，与县政府签订了《扶贫贷款
业务合作协议》，取得了县政府风险补
偿政策。在此基础上，该行行长与前
台三部总经理和各支行行长签订了

《扶贫贷款发放保证书》，强化了职责
和担当。

该行通过对有脱贫项目没有资金
的贫困户，积极通过个贷户用的形势
发放扶贫贷款。截至 7月 20日，该行
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541户、1695.5
万元，使 1968 人通过扶贫资金脱贫。
该行对没有技术、没有劳力、没有资金
的贫困户通过变“贷”为“带”的方略，
推出“扶贫再贷款+农商银行+扶贫龙
头企业+农户”的“3+1”扶贫模式，集中
为每个贫困户提供带贫贴息贷款 5万
元，资金交带贫企业统一使用，企业每
年给每个贫困户分红 3000元；通过企
业带贫模式，该行为 13家带贫企业发
放扶贫贷款2.17亿元，使10918人实现
了脱贫带富。

该行对辖内19个乡镇近两万户贫
困户及农户进行信息采集和信用评定
工作，并且确保评定级别结果真实有
效，可直接作为该行扶贫贷款授信依
据。同时，他们将贫困户信用评定等

级与金融产品相结合，深化“亲情贷”，
推出扶贫“家庭贷”产品，凡被评定为
信用户的贫困户，有致富项目的，无需
担保、抵押，就能申请 5万元以下的扶
贫信贷资金。目前，该行已为全县所
有贫困户建立经济档案，评定为信用
户的农户数10127户，为授信农户发放

“快贷通”卡3720张。
该行还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要

求，在驻村帮扶解决问题上增砖添瓦，
选派两名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中层
干部到扶贫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并
为每位“第一书记”配备了两名扶贫
队员。同时，他们为定点扶贫村捐款
45万元，切实改变贫困村的村容村貌
和人居环境，发展教育和医疗事业，
受到群众好评。与此同时，该行 157
名党员干部分包定点扶贫村的 157个
贫困户，上门送项目、送资金、送温
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通过结
对帮扶，在扶贫一线传递农商银行不
忘初心的真情。 李书令

正阳农商银行出台管理制度搭建风控体系

金融资源向扶贫项目倾斜

近年来，湖北枣阳农商银行创新服
务模式，大力推广“助保贷”，破解农民
贷款难。三年来，该行累计发放“助保
贷”2.68亿元，支持养殖专业合作社 30
个、家庭农场 913个，带动 5000余户农
民走上致富之路。

湖北省枣阳市是农业大市（县），据
统计，全市从事养殖业的农户达 3000
多户。近年来，在传统鱼、鸡猪养殖基
础上，孔雀、山鸡、豪猪、稻虾、观赏鱼等
特色养殖迅速兴起。然而，与养殖产业
蓬勃发展相反的是，养殖户经营性资金
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缺乏抵押物，抗自然和市场风险
能力弱、信贷风险规避难度大，是养殖
户贷款难的关键。”枣阳农商银行董事
长陈文山说，在“助保贷”开办之前，也
有该针对养殖户发放的小额农户信用
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信贷产品，但由

于贷款逾期率高，风险大，不得不对此
类贷款持审慎态度。

为破解农户贷款难，枣阳农商银行
组织信贷部门人员，进村入户，深入养
殖户家中，全面调查走访。经过反复研
究，决定在第三方担保上做文章，解决
农户缺乏抵押物的硬伤问题。2015年
10月，枣阳农商银行从湖北省联社200
多个信贷产品中，遴选出“助保贷”这一
新产品。

据了解，这是一款根据由单位或个
人出资建立的基金作担保，向借款人发
放的贷款，当借款人贷款出现风险时，
用助保基金进行风险补偿。“助保贷”以

“农商行+养殖协会+公司+农户”模式
运行，由襄阳楚天正大饲料有限公司注
入 200万元担保基金，放大 5倍为枣阳
市水产畜禽养殖行业协会近千名会员
提供担保，单户最高额为50万元。

“如果没有农商行的贷款支持，我
可能还在为债务东奔西走。”3年前，枣
阳市七方镇王庄村四组农民吴海涛，
由小包工头转型养殖观赏鱼。由于自
有资金不足，加之养殖经验缺乏，鱼苗
存活率极低，当年亏损 60多万元。枣
阳农商行经过客户经理调查了解情况
后，认为观赏鱼市场前景好，为吴海涛
发放 40万元“助保贷”，帮他重新启动
了养殖场。短短两年多时间，他的商
品鱼“游”进了“北、上、广”大市场。不
但还清了所有债务，还带动同村 13户
农民养殖观赏鱼，年产值达720万元。

“养孔雀也能赚钱？”2015年，枣阳
市吴店镇二郎村农民徐德慧创办的孔
雀养殖农场并不被村民看好。由于缺
资金，她向亲朋好友借钱被婉拒，怕这
是个赔钱的项目。“出乎意料，农商行不
到3天就为我办理了贷款！”徐德慧说，

当时自已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成
想得到农商行鼎力支持。

如今，她的养殖场由刚起步的 60
只孔雀发展到现在的700多只，出售观
赏、食用的孔雀和标本，每年为她带来
80多万元的利盈。致富不忘乡邻，在
她的带动下，10户村民也发展孔雀养
殖致富。

“吴海涛、徐德慧只是枣阳农商银
行助保贷受益者的代表。”枣阳农商银
行行长任世程说，该行支持各类养殖家
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达近千家，直接或
间接带动5000户农民走上了养殖致富
路。自“助保贷”开办以来，实现多方共
赢，该行助推了养殖产业的发展。近三
年来，无一笔不良贷款，有效控制了贷
款风险，农民不再为经营资金发愁，担
保方销售饲料获得了即得利益。

李星咏

枣阳农商银行大力推广“助保贷”业务

解决农户缺乏抵押物难题

科左后旗农信联社

联合人行宣讲金融知识
7月 27日，内蒙古科左后旗农信

联社与人行科左后旗支行在当地共同
开展了以“道德立业，诚信兴商”为主
题的金融知识宣讲活动。

在活动中，人行科左后旗支行副
行长吴巍表示，企业和个人是征信的
主体，也是促进征信体系建设的重要
力量。通过此次宣讲活动的开展，能
够提高企业和个人对征信的正确认识
和参与程度，并有利于保护企业和个
人自身的利益，有效促进征信业的健
康发展。

此次活动先后观看了人民银行宣
传片《诚信赢天下》和微电影《草原
花》，生动、形象地为大家讲述了信用
报告帮助个人积累信用财富、构筑百
姓美好生活的故事，进一步增强了联
盟商户的信用意识和维权意识，拓宽
了征信知识宣传的深度和广度。此
外，该联社工作人员结合新推出的商
户、商圈类五大信贷产品，以PPT的形
式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向广大商户宣
讲了手机银行、网上银行、POS机等电
子产品让利优惠的政策，进一步增强
了广大客户对该联社电子产品的认知
度，增强了客户粘性。

通过此次活动，该联社使现场商
户进一步认识到诚信文化教育的重要
性，增强了公众讲诚信、守信用的理
念，为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刘 杰 图娜木拉

大丰农商银行

举办青年员工业务比赛
为弘扬工匠精神，进一步增强青

年员工业务素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近日，江苏大丰农商银行举办全行青
年员工业务技术全能比赛。

此次比赛设立了汉字录入、数字
录入、业务知识、合同填写、系统录入、
单指单张点钞（识假）、机工点钞（识
假）、翻打百张传票等比赛项目，项目
覆盖更加全面，更具操作性。

比赛过程中，青年员工们严守比
赛规则，你追我赶，争分夺秒，充分展
示了积极向上、“比学赶超”的良好精
神风貌和娴熟的业务技能。

近年来，该行十分重视青年人才
培养，积极开展业务技能练兵活动，进
一步激发全行青年员工立足岗位、建
功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全行范
围掀起学业务、练技术热潮，提升服务
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全行持续高质量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沈飞海 花吕一

长子农商银行

开展信贷法律实操培训
为进一步强化信贷条线人员法律

意识，促进合规操作，日前，山西长子
农商银行特邀县法律界专业人士对信
贷法律实操知识进行专题讲座。

培训现场，法律界人士结合日常
银行债权案件的处理，穿插讲解相关
法律规定，以案说法、深入浅出，讲解
法院首次查封权与优先债权的区别及
处理等多方面内容，并重点讲解了与
信贷业务、信贷从业相关的法律知
识。在互动交流环节，培训人员对实
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踊跃提问，主动
与授课老师交流执行中存在的调查取
证难、法律文书送达难、强制执行难、
信贷、信用卡逾期后处置过程中及日
常工作中碰到的法律问题等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探讨。

通过此次培训，对员工法律知识
水平的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
及逾期、不良资产的处置提供了有
力帮助。 任哲峰

前不久，人行贵州黔东南州中心支
行组织该州金融机构负责人聚集雷山
县召开现场会，观摩推广雷山县农信联
社实施“校园一卡通”和“智慧景区”金
融服务的做法和经验。

2016年初，为打造“校园一卡通”示
范，人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多次深入雷
山县及雷山民族中学进行协调和沟通，
促成雷山县农信联社与雷山民族中学的
合作，并与贵阳博大公司采购食堂相关
机具，但一直未能联调成功。为此，人行
黔东南州支行与雷山县联社实时跟进，
从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贵阳博大
公司积极开展技术攻关，联调成功后，雷
山县联社完成了雷山民族中学26台食堂
POS刷卡终端机的安装工作。

随后，雷山县联社组织学校各班主

任开展集中知识宣传和讲解，主动对接
学校签署批量代开协议，组织业务人员
上门开展收集学生身份证，批量开卡发
卡2500多张。在获悉学生持卡后因校
园实行封闭式管理，不方便到营业网点
对卡进行激活的情况后，雷山县联社及
时开展流动服务进校园活动，先后5次
流动进校园为学生激活信合 IC卡。

今年3月，在人行黔东南州中心支
行和人行雷山县支行的指导下，中国银
联贵州分公司与雷山县联社在雷山民
族中学开展“拍卡吃饭、立减1元”优惠
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共发生交易2.92
万笔，金额14.14万元，共优惠补贴学生
就餐费用 2.92 万元，雷山县联社补贴
4.2万元。据了解，截至 6月末，雷山县
联社在雷山民族中学校内安装ATM机

和CRS自助柜员机两台，在学生食堂安
装 POS终端机26台，自助售货机两台，
校园便利店POS终端机两台；自助柜员
机累计交易 11.4 万笔，累计交易金额
1270.77万元；食堂POS终端机累计交易
8.22万笔，交易金额42.52万元；在校的
3434名学生中持有信合IC卡2807人，持
卡率为81.74%。目前，“校园一卡通”功
能主要实现食堂就餐和购买日常用品。

在观摩会上，人行黔东南州中心支
行与雷山县联社打造的“无障碍景区”

“智慧景区”也成为一大亮点。
西江苗寨位于黔东南州雷山县东

北部的雷公山麓，由10余个依山而建的
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苗族聚居村寨，第二次人口普查有1014
户，第四次人口普查增至1227户，被誉为

“千户苗寨”，是闻名遐迩的歌舞之乡、芦
笙的故乡、民族风情博物馆。近年来，雷
山县借助2008年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的宣传平台，把西江打造成为4A级景
区，日均客流量达5000多人，“以美丽回
答一切”的西江倍受游客青睐。

为把西江创建成“贵州刷卡无障碍
示范景区”，2012年6月，人行黔东南州
中心支行、雷山县政府、贵州省农信联
社黔东南审计中心在西江举行“畅刷银
行卡，快乐行天下”银行卡宣传暨“贵州
刷卡无障碍示范景区”启动仪式后，雷
山县联社顺势而为，出资购置两台自助
售票机，免费为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公司
安装在景区北大门售票大厅。据了解，
自助售票机向游客提供余票查询、自助
售票功能，通过身份证、扫描二维码、辅

助码三种方式进行取票，为游客带来了
很大的便利。

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加，原安装的自助
售票机已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为缓解窗
口售票压力，减少游客排队等候的时间，
2017年11月，雷山县联社又投入100万元
进行改造和增配机具，于今年1月投入使
用。目前，西江景区共有自助售票机 8
台。截至6月30日，西江景区自助售票机
实现售票1.64万人次，售票金额120万
元，网络线上购票线下取票3.68万人次。

据统计，目前，雷山县联社在西江
景区有ATM机和CRS自助柜员机4台，
POS终端机 46台，加上邮储、农行等金
融机构布放的机具，西江已成为了“智
慧景区”和“刷卡无障碍示范景区”。

谭 标 李永俊

人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召开观摩推广会

推广雷山县农信联社金融服务经验

为充分发挥金融助力作用，深化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近日，浙江磐安农
商银行联合县农办、县财政局等单位，
定制化推出了“美丽乡村”贷款、乡村
振兴“五星三A”贷款两款专门服务于

“乡村振兴”的特色产品，为磐安乡村
振兴工作加油助力。

据悉，“美丽乡村”贷款由磐安县农
办、磐安县财政局、磐安农商银行联合
推出，用于专项支持磐安县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建设的村集体建设工作，并
由磐安农商银行独家代理。“五星三A”
贷款是专项支持磐安县政府的乡村振
兴“五星三A”工作，对评定为磐安县乡
村振兴旅游村庄、森林村庄、庭院村庄、
文明村庄和平安村庄“五星三A”工作的
三星村、四星村、五星村、五星三A村的
农户给予支持，推进磐安高质量发展美
丽经济、高水平建设美丽乡村、高品质
共享美好生活“三美共建”。

“美丽乡村”贷款对象为符合贷款
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资金主
要用于农房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资
金需求，县财政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贴
息，由村“四委”主要负责人担保，免去
村“四委”的配偶担保，实行绿色通道
优先办理，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当天
即可完成审批。乡村振兴“五星三A”
贷款对象为全县范围内创建“五星三

A”村（指当地政府根据“旅游村庄、森
林村庄、庭院村庄、文明村庄、平安村
庄”五个类别，按照“达标一类给予一颗
星，以A、AA、AAA不同等级体现差异”
原则进行分类评定的行政村）的农户，
主推30万元以下“免担保、一次授信、循
环使用、随用随贷”的丰收贷款卡，可采
用信用、保证、抵押多种担保方式，额度
最高30万元，期限最长为3年。

该行对“美丽乡村”贷款、乡村振
兴“五星三A”贷款实行大幅利率优惠，
其中“美丽乡村”贷款最高额度 200万
元，实行一定比例的财政贴息，同时保
证类贷款利率在普通贷款基础上减浮
60%，信用类贷款利率在普通贷款基础
上减浮 50%，抵押类贷款利率减浮
25%。乡村振兴“五星三A”贷款利率
按照农户贷款办理当日所在村的评定
情况执行不同幅度下浮优惠，最高比
普通贷款幅度下浮 30%，有效激发每
个行政村村民的参与热情，提升村民
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积极性。

“美丽乡村”贷款、乡村振兴“五星三
A”贷款的推出，专项服务乡村振兴工作，
破解了村集体旧村改造、农户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启动资金缺乏、找担保难、财政
贴息渠道不畅等问题，将金融资源进一
步优化配置“三农”领域，为打造身心两
安“大花园”贡献农商力量。 谢江峰

磐安农商银行实行利率优惠

特色信贷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近年来，江西奉新农商银行紧跟
扶贫惠农政策导向，围绕地方产业特
色做文章，积极探索金融扶贫路径，全
力配合地方政府打好脱贫攻坚战。

为扩大扶贫覆盖面，该行不断探
索金融扶贫工作切入点，将辖内现代
农业和光伏产业与扶贫工作联姻，大
力推进金融产业扶贫模式。同时，该
行积极加强与当地人行、扶贫办、财政
局等部门合作，共同推出了产业扶贫
贴息贷款，通过运用财政担保基金引
导辖内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吸纳贫困户
就业的方式，有效解决了贫困人口就
业难的问题。

结合辖内泰明光伏发电新能源产
业，该行与奉新县伍创电力公司签订了

“百福光伏贷”合作协议，开创了“光伏
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光伏电力公司+光
伏发电安装户”的金融扶贫模式。同
时，该行大力引导和支持辖内爱心企业
客户参与到银企合作产业扶贫工作中，
牵头组织在罗市镇港下村举办了产业

扶贫签约仪式，通过采取贫困户与产业
经营主体签订分红、回购、用工协议等
方式，间接帮扶贫困户增收脱贫。

在加强多渠道扶贫合作和创新扶
贫信贷产品的同时，该行还积极建设
金融扶贫工作站和产业金融扶贫示范
点，通过典型引路、以点带面的方式，
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如该行主
要领导在对辖内澡溪乡下保村黄菊种
植专业户罗会金进行贷前调查时，瞄
准其产业优势，主动表达希望通过支
持其黄菊种植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脱贫
的想法，并要求其常年聘请该行推荐
的 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做季节工，结
果双方想法一致，一拍即合，共同打造
了全县首个黄菊种植金融扶贫示范
点，不仅帮助该客户由 10万元的农户
小额信用贷款增信至50万元产业扶贫
贷款，并给予扶贫贷款利率优惠，而且
让贫困户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年
人均增收 4000~10000元，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社会效应。 李绪平

奉新农商银行创新信贷产品

以点带面助推产业扶贫

“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走到底，见
到的两排小平房，后面动物世界般的
那间就是客户彭国命和聂美吾夫妇的
家。”回想起 2016年初次上门调查，湖
南宁乡农商银行客户经理记忆犹新，

“没想到这个看似贫困的家庭充满了
向上的力量，它来自于健康生长的家
禽家畜，更来自于主人对生活的积极
态度，这个扶贫贷款一定要发放。”

据悉，彭国命是湖南省宁乡市巷
子口镇双河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2 年因患股骨头坏死成为二级残
疾，丧失劳动能力。由于彭国命自身有
一定的养殖基础，但因资金短缺导致规
模受限。2016年 11月，他向宁乡农商
银行申请3万元扶贫贷款，用于扩大养
殖规模。有了资金支持后，夫妻二人着
手扩建场地，养殖数量也成倍数增加。
不仅修缮了原有的鸡舍，还为家里的7
头花猪、30只竹鼠、30只鸽子、50只灰
兔分别搭建了窝舍；在种满黄桃树的山
坡下，400余只母鸡与血橙、橘树共生，
构建了一幅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画

卷。一年多的时间里，禽畜少有病害，
销路有保障，年收益多达5万元，符合脱
贫“摘帽”标准。如今彭国命身体逐渐
好转，儿女成家立业，生活的担子不再
那般沉重，继续扩大规模的念头渐渐萌
生。因为事迹突出，彭国命夫妇多次受
到多方媒体报道推广。

借着扶贫政策的东风，产业扶贫、教
育扶贫、医疗扶贫等多管齐下，该行在上
级的指导下，积极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
传，严把准入关，将每一笔资金用在刀刃
上，让金融扶贫始终走在前列。至此，湖
南宁乡农商银行巷子口支行共发放扶贫
贷款 367户、1100万元，授信比例达到
85%以上，评级面达到100%。该支行辖
区内的三个贫困村村部均建有金融扶贫
服务站，定期开展金融服务活动，将安全
与便利深入家家户户。

金融助力脱贫攻坚，责任强化社
会参与，在脱贫“摘帽”的大道上，宁乡
农商银行能够充分调动贫困户创业增
收的积极性，激活贫困户的内生发展
动力，争做脱贫接力第一棒。 秦思佳

宁乡农商银行用足扶贫贷款政策

支持贫困户扩大养殖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