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江苏邳州农商银行以“打
造润裕万家的普惠银行”为背景，认真
践行“支农支小”战略定位，积极响应当
地政府及人民银行关于实施精准扶贫
的要求，以大蒜、银杏、粮食、花卉苗木、
养殖等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农业产业
等为扶持重点，创新扶贫模式，下沉扶
贫重心，走进村组主动帮扶贫困农户，
唱响精准扶贫“好声音”。截至2018年7
月末，邳州农商银行扶贫贷款余额 1.18
亿元，惠及农户 3532户，带动 2000余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真正承担起邳州当地

精准扶贫主力军的责任，为广大农户脱
贫致富贡献出金融的力量。

该行结合网点分布广的优势，要求
客户经理进村遍访贫困农户，对贫困农
户开展深入调查，并进行建档立卡，及
时获得贫困农户信息，作为该行扶贫工
作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他们确定客
户能不能贷、贷多少、怎样贷的问题，精
确识别农户的贫困程度，对贫困原因深
入了解，确保把“金融扶贫”资源用到最
需要的地方，切实提高小额农户扶贫贷
款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邳州农商银行精准匹配信贷产品

下沉服务破解贫困户贷款难
◎ 李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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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湖北枣阳农商银行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加大支农支小信贷投放力度，因地制宜，一村一品，引导农民产业致
富。七方镇农民吴海峰在该行信贷支持下，发展观赏鱼养殖500余亩，并带动同村13户农户发展这一产业，年产值近1000
万元。图为枣阳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吴海峰养殖场查看金鱼生长情况。 李星咏

山东省农商银行系统

搭建网络学习平台
◎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近日，山东省农商银行系统网络学
院启动会议在济南召开，标志着全省农
商银行系统线上学习平台正式开通。

据了解，搭建线上学习平台是山东省
联社为全省农商银行系统提供教育服务
的重要决策部署，他们依托学习平台组建
网络学院，开展网络学院培训是建立在现
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全新学习模式，有效
地克服时间和地域限制，使广大干部员工
学习方式更加灵活便捷，能够满足大规模
培训任务需求。网络学习作为教育培训
的一种新方式，在教学内容设置、教学形
式安排等方面，都能够较好地贴近广大干
部员工的学习需求，具有知识涉猎面宽、
学习时间灵活等特点，对于推动学习型企
业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线上培训具有教学内容的多
样性、教学方式的交互性以及课程资源
的丰富性等突出特点，能够激发员工学
习兴趣，增强学习的内在动力。依托网
络学院平台，山东省联社将各专业条线
内部讲师或业务骨干自主开发的内部
优秀课程，及时上传到学习平台，供全
员学习，实现系统内部知识资源和企业
文化的有效传承。

近日，山西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对2017年度省直文明单位标兵、
文明单位、省直机关第三批“十佳文明
家庭”“十佳文明小区”“十佳文明网站”

“十佳志愿服务组织”“十佳志愿者”、省
直机关第二批“十佳文明讲坛”和省直
机关文明创建先进工作者、文明传播优
秀信息员进行了命名表彰，其中山西省
农信联社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再获肯定。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是山西省农信
联社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
现。一直以来，山西省联社高度重视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众多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省农信社

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素养。特别是
2018年，山西省联社文明办积极探索农
信系统文明单位考核管理模式，成立考
核检查组，先后对阳泉办事处、昔阳县
联社、长子农商银行等40家单位进行了
历时 1个月的实地调研，并通过现场汇
报、座谈问询、闭卷考试等形式对全系
统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进行了考核验收
与工作指导。

此外，山西省联社号召全省农信系
统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
和山西省联社安排部署，进一步解放思
想，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断开创文明
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山西省农信联社提高职工思想道德素养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获表彰
◎ 本报记者 丁鸿雁 通讯员 李 霞

7 月 26 日，2018 年初伏的最后一
天，经南太行七条挂壁公路里最年轻的
昆山挂壁公路，进入山西省陵川县古郊
乡昆山村时，已经接近中午，但来太行
山上避暑旅游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当
地村民郝利平正在自己的农家乐忙里
忙外，招徕着出出进进的人群。

晋东南最南端的陵川县与河南省
辉县市搭界，昆山村是两省的边界村，
山脚下就是河南省的郭亮村。

“贷了 30万元把农家乐修起来，生
意一天比一天好，月收入在一万五到两
万元之间，比去河南打工强得多，在家
门口就能挣到钱了。”郝利平说。

近年来，陵川县农信联社（下称陵
川联社）坚定支农、支小、支实发展方
向，不断满足当地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
求，创新推出了适合农家乐发展的“三
户联保经营贷款”，农户可免抵押、互保
持续获得发展产业的资金，成为当地农
户过上美好生活的“圆梦者”和当地新

兴产业发展的“助力者”。

定位——
围绕农村经济转型选客户

昆山村全村共有 78 户，297 口人，
2009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不足 3000 元，
以前的日子更是不堪回首。

2009年，当地政府投资改造了1992
年修的昆山挂壁公路，将其升级为一条
旅游公路。此举不仅打通了昆山等村
的出行之路，还将王莽岭、昆山景区与
河南万仙山等景区连接起来，为当地农
家乐乡村游产业提供了发展之路。

52岁的牛富群满脸的憨厚淳朴，是
一个有头脑的农民。1991年昆山村正
式通车前，他基本生活来源靠外出务
工。旅游公路修通之后，来往的游客越
来越多，他敏锐地意识到商机的存在，
2009 年，牛富群从陵川联社获得 5000
元贷款，创办了昆山村首家农家乐“沟
里人家”。

在牛富群的引领下，村民们陆续经
营起农家乐，后来，村里的大多数务工
人员也返乡创办农家乐，自主创业。

“可不少挣钱呢。眼下正是旺季，村
里一次性能接待三四千人就餐住宿。每
户一年最少的也挣10万块钱，最多的能
挣40万元，这好日子放在以前想都不敢
想。”昆山村党支部书记郝桃福说。

陵川县是省级贫困县，近年来，该
县提出要全力打造中原地区最具影响
的生态旅游度假中心。在这一规划引
导下，以农家乐为主要载体的乡村休闲
旅游在陵川县持续火爆，旅游业以及农
家乐不断壮大。

“我们在落实山西省联社万名客户
经理进村入户行动计划中，对当地政府
支持的新兴产业进行了深入调研，及时
推出了以成熟景区周边连片贫困村为
重点，以生态休闲村和文化旅游村建设
为主线的农家乐经营贷款，选择了农家
乐经营户为服务主体。”陵川联社理事

长赵振江说。
目前，仅有 78户、297人的昆山村，

已有 36户从陵川联社获得农家乐经营
贷款 921万元，陵川联社找到了服务新
型农民的路径。

订制——
围绕农民需求创新金融产品

武家湾村是陵川县马疙当乡一个
不为人知的小乡村，与河南省辉县市薄
壁乡平甸村接壤。气候温暖，水源充
沛，素有“小江南”“太行平湖”的美称。

村里能人乔金宝在陵川联社 3 万
元贷款的支持下，创办了村里首个农家
乐“乡里乡亲”。今年，经过慎重考虑，
乔金宝决定再次向陵川联社申请贷款，
用于扩大经营面积，改善经营条件，满
足游客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服务需求。

让他没想到的是，陵川联社的小微
客户经理告诉他，凭借自己的信用，就
可以获得10万元贷款。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信
息科技的飞速发展，“智慧银行”逐渐
成为银行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近年
来，河北围场农商银行加大信息科技
建设力度，积极探索“智慧银行”发展
模式。近日，该行打造的河北省农信

系统内首家“智慧银行”——围场农商
银行围场镇支行旗舰店投入运行，“智
慧银行”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该“智慧银行”融入科技手段为客
户提供一系列智能化金融服务，将银
行网点从传统的“业务办理场所”转变

为“金融生活体验场所”。同时，该
“智慧银行”集数字化、智能化、便捷
化于一体，实现实体银行与线上虚拟
银行齐头并进的现代银行新格局，以
全新的智能服务打造“县域最佳服务
银行”。

据该行董事长康福民介绍，围场
农商银行践行创新驱动发展理念，秉
承打造精品银行的思路，建成注重实
用性的“全功能智能网点”。“智慧银
行”建设主要经历了整体咨询规划、智
能设备安装、软件平台测试三大阶段，
最终达到项目开业运营目标。同时，
他们派员到全国先进网点学习考察，
结合围场县域实际情况，制订适合本
土实际的可行性方案。在施工过程
中，该行围绕客户需求、个性化体验、
整体效果等对各展区设备所需尺寸、
类型、颜色等细节问题进行了多次探
讨，力求打造出个性化、现代感的数字
媒体“智慧银行”。

记者了解到，为方便客户，“智慧
银行”将功能分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共分为十二大区域，由电子银行体验
区、休闲区、咨询引导区、非现金服务

区、现金服务区、贵宾服务区等构成，
为客户提供集多种形式支付结算、信
贷投资、理财管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一站式”、综合化金融服务。
“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进

入“智慧银行”大厅，就有人工智能机
器人“盼盼”来到客户身边，与其进行
交流，回答客户咨询的问题，并分流与
疏导客户。同时，“盼盼”还具备变换
表情、唱歌等功能，缓解了客户等待情
绪，依靠头部摄像头还可识别 VIP 客
户，进行人机互动。

此外，负责服务引导的每名大堂
经理手中都有一台智能“大堂助手”，
以曲线图和柱状图直观的表现形式，
反映每个时间段办理业务人数的情况，
随时查看已办理的业务，对办理业务人
员进行有效引导，错开业务办理高峰，
为客户节省时间。“大堂助手”还可利用
大数据进行业务分析，提前两天显示客
户存款、贷款、保险箱的到期日，及时提
醒客户办理相关业务。同时，“大堂助
手”上涵盖银行卡、贵金属、贷款、电子
银行、存款贷款等产品介绍，达到服务
营销两不误。

近年来，四川内江农商银行按照上
级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安排，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
感，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各项脱贫攻坚部
署要求，采取建档评级授信到位、产业
扶贫支持到位、基础金融服务到位、对
口帮扶责任到位措施，争当金融扶贫主
力军，勇做脱贫攻坚排头兵，为全市脱
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贡献金融力量。

今年以来，内江农商银行积极推进
基层网点与基层党组织密切协作，以“双
基联动”为抓手，按照3个100%的原则扎
实推进农户建档工作，做到了信息采集
全覆盖、评级授信全覆盖。目前，该行各
基层营业机构与全辖 172个行政村（社
区）党支部、村（居）民委员会签订了《农
村金融“双基联动”合作协议》，通过整村
推进、逐户走访的方式，准确掌握辖区内
贫困户有效信贷需求，建档做到信贷资
金使用对象精准、利率优惠、流程匹配、
模式多样、风险可控、群众熟知，着力打
造公开透明、规范高效、互惠互利、限时
办结的“阳光信贷”通道。在内江农商银
行对口帮扶的3个贫困乡镇，当地农信网

点都承担起了“包建档评级、包需求调
查、包扶贫小额信贷投放”的兜底责任。
截至7月末，内江农信系统扶贫贷款投放
增量和存量均居全市银行同业首位，累
计为 6.14万户贫困户建档评级，授信贫
困户4.25万户，授信金额3.61亿元；累计
发放个人精准扶贫贷款5600余户、金额
2.75亿元，现有户数2400户、余额1.36亿
元，其中发放扶贫小额信贷4626户、9900
万元，现有余额4627万元，惠及建档立卡
贫困户7400余人，实实在在帮助贫困家
庭发展生产，实现自主脱贫。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是推进
脱贫攻坚最根本的途径、最管用的办
法，有了产业就能拉动就业，增加税
收。扶贫攻坚也就有了“造血功能”，有
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能。内江飞龙
米业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
龙头企业，今年内江农商银行向飞龙米
业发放技改贷款 1470 万元，助推产业

“续航”升级，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在
全市发展优质稻订单25万亩，订单数量
达 2.8 万吨，带动农户 1.5 万户，贫困户
200余户。

构建“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河北农信首家“智慧银行”运行
◎ 本报记者 杨喜明 通讯员 曲春雪

内江农商银行确保农户100%建档评级授信

落实兜底责任助力精准扶贫
◎ 本报记者 周文军 通讯员 余浩川

“贷”动新产业 圆梦农家乐
——陵川县农信联社创新服务支持乡村旅游发展

◎ 本报记者 吴晋斌 通讯员 李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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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内蒙古科左后旗农信联社举办公文写作及新闻摄影培训会，全面提
升员工公文写作水平，加强信息员队伍综合素质，促进新闻宣传工作顺利开展。通
过此次培训，该联社员工对新闻宣传工作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做好
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图为培训会现场。 图娜木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