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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蓝旗农信联社

实施“一体双翼”工程

内蒙古正蓝旗农信联社围绕“三
农三牧”工作，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等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深化金融服
务，大力实施“一体双翼”工程。“一
体”，即信用体系建设；“双翼”，即农牧
区“建档授信”和城镇区“网格化”营
销，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扎实有效开
展。截至目前，该联社累计完成 7 个
苏木镇、118个村镇嘎查、1个示范区、
1 个国营农牧场的集中调研，完成评
定信用示范户1780户、信用示范村11
个、信用示范合作社 30 个，累计投放
贷款2.4亿元。 高娃

博野县农信联社

送金融知识下乡

日前，由河北省博野县农信联社
联合各金融机构到博野县大营村开展
金融知识下乡文艺汇演宣传活动。此
次演出的舞蹈、三句半、合唱等节目，
把存贷款、支付结算、防范非法集资等
金融知识融入其中，并让群众积极参
与互动，不仅为乡村居民普及了金融
知识，而且还丰富了居民们的业余生
活，彰显了博野县农信联社良好的社
会形象。 张玉波

上犹农商银行

提前部署“开门红”工作

11月11日，江西上犹农商银行召
开 2021 年开门红暨整村推进动员大
会，提前谋划部署“开门红”工作。会
议要求，紧咬存贷款目标任务，扎实落
实各项工作，在谋划存贷储备方面挖
潜力，精准谋划今明两年清收重点；在
强化考核引领上聚合力，健全完善评
级体系，对标党建考核，强化责任落实
和使命担当，用创新理论指导工作。

黄高娟

永州农商银行上岭桥支行

“农易贷”审贷通过率达100%

今年以来，湖南永州农商银行大
力开展“党建共创、金融普惠”活动，上
岭桥支行积极响应，对全镇所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进行了入户走访，推出“农
易贷”信贷新产品。该产品在担保要
求上打破了以往农商银行系统“无抵
押不放贷”的限制，审贷通过率达
100%。截至目前，上岭桥支行已为
130 多户农户、商户发放各类信用贷
款800多万元。

陈秋林 熊星鹏 樊古

江州农商银行

进乡村普及金融知识

近日，江西江州农商银行“党建+
普惠金融进乡村”活动在柴桑区城门
乡举办，这是该行今年进乡村活动第
5站。为了让村民获得全面的金融知
识，工作人员现场对如何防范电信诈
骗、假币、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进行了
讲解，并叮嘱村民要树立安全意识，守
住“钱袋子”。下一步，江州农商银行
将一如既往地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工
作，将金融知识送进千家万户。 邓娴

今年以来，山西省天镇县农信联社累计投放信贷资金490万元支持天镇通航粮贸有限公司，探索“农信社+企
业+农户”模式，实现精准扶贫。目前，天镇通航粮贸有限公司已建成小杂粮生产基地0.07万公顷，年加工生产达2
万吨，生产的优质红芸豆、黑大豆、小米等远销意大利、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带动贫困户1015户、贫困人口2600多
人，户均增收8000多元。图为该公司员工正在精选红芸豆并压缩包装。 薛文娟

近期，河北沧州农信联社首批“贫
困户光伏贷款”在献县农商银行成功
发放。该行共对辖内多家贫困户进行
集中授信，发放贫困户光伏扶贫贷款，
帮助贫困户实现增收，打造沧州农信
联社金融扶贫工作中的新蓝本。

为加强金融扶贫，献县农商银行
紧紧围绕“绿色金融、发展三农”扶贫
模式，推出“和煦温暖、光伏扶贫”特
色金融产品。为了让光伏项目快速
实施，献县农商银行开放绿色通道，

由总行对 4 个乡镇的 16 个建档贫困
户进行统一授信，各支行对本区域内
贫困户负责落实，对光伏扶贫贷款优
先发放，做到“早投放、早收益、早脱
贫”，共发放 16 户光伏扶贫贷款，共
计金额 30.6 万元，直接帮助贫困户实
现年增收 61 万元；对于符合条件的
贫困农户做到下放贷款权限，针对贫
困农户的特殊资源，还可享受献县农
商银行其他贷款产品的支持，增大信
用额度，简化信贷手续，为金融扶贫

再增成效。
献县农商银行还对光伏投标单位

进行对比筛选，要求客户经理对项目
合作单位进行定期走访、检查，对光伏
项目设备安装、使用、保养进行实地考
察，严格做到对光伏产品的风险管控；
对每个光伏贷款贫困户进行持续跟
踪，对光伏产品正常运行做到仔细检
查监督，确保光伏发电收入、国家补贴
和贷款贴息及时足额到账，保证金融
扶贫效果。 聂会聪

在四川省平武县高村乡福寿村村
民的记忆里，前些年，从村子到镇里只
有一条泥泞的土路，80%的土地是丘陵
岗坡地，不适合种植小麦、水稻等传统
粮食作物，大批年轻劳动力只好外出
打工。如何能让村子由弱变强？经过
相关部门调研论证，大家一致认为，要
靠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与旅游业的
融合发展。

平武县弘安农业有限公司（简称：
弘安农业）在平武县农业农村局及高
村乡党委、政府引导下，利用浙川项目
的支持，在高村乡福寿村四社改良土
地 26.67余公顷，根据平福寿村东西部
协作扶贫产业园建设实施方案，与福
寿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平武县高
村乡福寿村东西部协作扶贫产业园合
作协议，合作项目为种植高山水果（主
要种植车厘子、葡萄、苹果、李子），同

时发展农业旅游观光及养殖经营。
“我们将构建‘三产融合’新农业

体系及休闲农业集散地，将车厘子产
业园打造成为生态农业及乡村旅游目
的地。”弘安农业总经理汤庆安告诉笔
者。

从 2019年起，衢州市衢江区投入
衢江——平武东西部扶贫项目资金
500万元，帮扶高村乡配套完善“田网、
路网、灌溉网”等农业基础设施，新建
高山车厘子采摘园 23公顷，推动当地
特色原种农业扶贫示范片建设。经过
2016年至 2017年两年的前期培育，园
区选育出适合高村种植的车厘子品种
8个；2019年，车厘子产量稳步提升，年
产量1万余千克，产值80余万元。

提起平武农商银行的帮助，汤庆
安不无感慨地说：“弘安农业能有今天
的规模，离不开平武农商银行的大力

支持，他们不仅审批快、贷款利率低，
关键是不需要提供抵押物。弘安农业
正是依靠平武农商银行的雪中送炭，
才能延续车厘子产业园之梦。”

2019年，福寿村凭借东西部扶贫
协作项目资金和平武农商银行资金
支持，新建成精品车厘子产业园区
27.2公顷，除了务工收入，贫困户还有
土地租金、村集体分红，每年举行的车
厘子采摘节还能有效带动农户售卖农
特产品。

“2019 年 11 月，平武农商银行相
继给弘安农业贷款 200万元用于高山
车厘子种植，到 2025年，这片 26.67公
顷车厘子产业园将进入丰产期，届时
将带动 1500户农户致富，村农业产业
合作社有望实现分红收益2000万元。”
随行的平武农商银行高村支行行长徐
佳林向笔者介绍说。 任朝政 刘旭

新疆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村民有
着悠久的养马历史，积累了丰富的饲
养经验，但一直零散饲养，没形成产业
规模。

2016年，刚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不久的艾力努尔·特列甫巴勒德
从中看到了商机，他引导村里64户村民
以马匹入股的方式成立了图力帕尔马
养殖专业合作社，其中入社建档立卡贫
困户就有58户。同时，该合作社还优先
给贫困户提供长期或短期的务工岗位，
帮助他们就近务工、就业增收。

谈到成立合作社的初衷，艾力努
尔·特列甫巴勒德告诉笔者：“一匹母马
养殖一年，贫困户年底可分红1000多
元，合作社也可获利。我们现在看中的

不是单纯的售马这点利润，而是形成马
产业链后，通过马匹改良、孕马尿、马
肉、奶制品深加工带来的利润。”

随着市场不断向好，2019年，艾力
努尔·特列甫巴勒德有了扩大养殖基地
的愿望，但苦于资金短缺。恰巧，尼勒
克县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潘龙到
养马场调研，现场办公，随即向图力帕
尔马养殖专业合作社发放100万元3年
期流动资金贷款，支持其扩大养殖规
模、改良繁殖、马肉食品加工、鲜马奶销
售产业链延伸。有了信贷资金的注入，
图力帕尔马养殖专业合作社建立了规
范化核心示范基地，目前，年总收益110
万元，贫困户仅分红一项年可增收1000
元以上。 韩红波

基层讯息

吉林和龙农商银行

参加案例宣讲竞赛获佳绩

11 月 6日，由人民银行延边州中
心支行、延边州总工会、延边州金融工
作办公室联合组织的“延边州金融支
持脱贫攻坚暨乡村振兴案例宣讲”决
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竞赛采取以案
例宣讲的形式，各单位派出宣讲员通
过 PPT 等方式对案例进行详细解
读。最终，吉林和龙农商银行荣获“金
融支持脱贫攻坚暨乡村振兴”十佳案
例宣讲二等奖。 范雪亮

紫金农商银行化工园支行

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动

从10月中旬起，江苏紫金农商银
行化工园支行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平
安建设宣传活动。该行利用 LED 屏
和电视播放扫黑除恶、反通讯网络诈
骗、平安建设、非法集资等短片，为前
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做安全提示。另
外，在该行行长的组织下，化工园支行
员工一行人来到陆营社区居委会，联
合向前来社区办理事务的居民宣传安
全知识，让他们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
息、守住“钱袋子”、防范金融诈骗，此
项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解璐

北川县农信联社推广“稳保贷”

让小微企业享受便捷金融服务
11 月 19 日，由人行四川北川支

行、北川县市场监管局、北川县农信联
社共同举办的“稳企业保就业·金融甘
露行动‘稳保贷’产品推介会”在北川
县举行。推介会上，北川县财政局党
组书记、局长雍开伟指出，此次推介会
为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进一步加强
交流、增进互信、相互支持、强化互动
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北川县农信联社
要继续发挥地方主力军银行作用，优化
服务流程，创新金融产品，为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送产品、送政策、送服
务”，做好金融支持“六稳”“六保”工作。

人行北川支行副行长周立军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稳企业、
保就业政策，坚持“携手合作、互信共
赢”理念，加强普惠小微金融服务，为
企业、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强化“守
信激励、失信惩戒”信用环境，共同打
造北川县良好的金融生态。

北川县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窦荣富庄重承诺：北川县农信联社将始
终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同奋进，全
力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
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会上，北川县农信联社客户经理
向与会嘉宾介绍了该联社“稳保贷+
超级备用金”组合产品，即高达 3000
万元的贷款金额、低至 4%的年息、随
借随还50万元的超级备用金、简单方
便快捷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客户经理
的生动介绍引起与会嘉宾特别是企业
家们的高度关注，大家纷纷要求现场
体验。北川县农信联社工作人员现场
对符合条件的客户代表放贷，第一笔

“稳保贷”快速到账，随着客户代表陆
续收到贷款到账短信，现场早已被欢
呼声和掌声淹没。本次现场发放贷款
共 6笔，金额 726万元，其中最大单笔
贷款500万元。 袁婷

沁阳农商银行送贷上门

满足特色种植养殖业资金需求
“2010 年养殖场刚起步时，河南

沁阳农商银行就及时上门送“贷”支持
我。10年来，正是沁阳农商银行一如
既往的大力支持，我的养殖场才发展
成为现代化牛肉生产基地。”每当提起
沁阳农商银行，沁阳市常平镇山路平村
村民祁焦云的话语间总是满满的谢意。

山路平村是省定贫困村。2010
年，祁焦云为脱贫致富决定养殖肉牛，
但资金不足成了难题。沁阳农商银行
了解其情况后，主动上门现场考察，第
一时间为他发放 15 万元贷款。有了
这笔钱，祁焦云自建牛棚三间，并从欧
洲引进西门塔尔牛，依托当地森林生
态环境，舍饲和林地放养相结合，推出
高品质、肌肉多、脂肪少的牛肉，从而

将养殖场打造成标准化、机械化、现代
化牛肉生产基地。

祁焦云养殖肉牛致富后，把自己
的养殖经验传授给乡亲们，并帮村里
5 名贫困户脱贫。同时，他还利用自
动化运转设备将牛粪便就地转化为有
机肥，不仅保护了环境，还造福了周边
居民与农作物企业，延长了养殖场产
业链。

沁阳农商银行还指导全辖 19 个
党支部主动与辖内村庄、社区、企事业
单位开展共建活动和整村授信，通过
评选“金鼎、银鼎、铜鼎”信用户，推行

“金燕扶贫贷”“金燕 e 贷”等信贷品
种，满足村民发展特色种植养殖等资
金需求。 祝晨曦

尼勒克县农信联社精准施策

帮助村民扩大养殖规模

三门峡市农商银行系统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为脱贫攻坚注入金融“活水”

平武农商银行发放优惠贷款

支持东西部协作扶贫项目建设

献县农商银行推出特色金融产品

“光伏贷”助贫困户增收致富

作为和农民最亲的金融机构，河
南省三门峡市农商银行系统持续加大
扶贫信贷投放力度，为脱贫攻坚不断
注入金融“活水”。截至 2020 年 10 月
末，三门峡市农商银行系统累计投放
各类扶贫贷款 30.58亿元，余额 6.52亿
元，共带动贫困人口143430人；扶贫小
额贷款余额占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扶
贫小额贷款总额的 70.63%，位列全市
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

脱贫攻坚打响后，三门峡市农信办
迅速出台《三门峡市农商银行系统金融
扶贫工作意见》，成立了以市农信办主要
负责人为组长的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辖内各行制订了具体金融扶贫实施
方案，并成立了由“一把手”负总责的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推进金融扶贫工作。

三门峡市农商银行系统以小额扶
贫贷款为重要抓手，实行“5万元以下、
3年期以内、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
放贷”政策，并进一步减少信贷审批层
级，只要风险可控、用途合理、程序合
规，可简化贷款流程，为贷款投放创造
有利条件。

卢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国家秦
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重
点县和河南省“三山一滩”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贫困发生率 18.9%，位列全
省四个深度贫困县之首。2017 年初，
在卢氏县委、县政府的推动下，卢氏金
融扶贫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卢氏农商银
行探索建立了以“金融服务、信用评价、
风险防控、产业支撑”四大体系为核心
的金融扶贫“卢氏模式”，形成了既能满
足脱贫攻坚需求和贫困群众需求，又符
合金融扶贫新机制。“卢氏模式”一经落
地，卢氏县金融扶贫工作便开始发生重
大变化，呈现新的格局。截至 2020年
10月末，卢氏农商银行累计发放扶贫贷
款 19.4亿元，余额 4.99亿元，占卢氏县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扶 贫 贷 款 总 额 的
89.09%。“卢氏模式”为河南乃至全国探
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精准扶
贫之路，得到了国家扶贫办和河南省
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已成为三门峡
市脱贫攻坚工作上的一面鲜艳旗帜。

陕州农商银行推出了“1+1”扶贫
办法，从非贫困户中选定致富党员、致

富干部、经济能人、爱心人士、回乡创
业人员五类带贫主体，鼓励享受金融
扶贫政策的贫困户与有农业项目的非
贫困户开展合作，非贫困户获得了贷
款支持，而贫困户则可以通过打工获
得工资收入，也可以要求以传授经验
的方式学习生产技能。截至 2020 年
10月末，陕州农商银行累计发放“1+1”
扶贫贷款 1.2亿元，余额 3038万元，带
动贫困户2378户。

湖滨农商银行推出了“双信用”模
式，由帮扶人员到湖滨农商银行存入
一定数量的存款，然后推荐帮扶贫困
户贷款，贫困户贷款一旦形成风险，由
湖滨农商银行与帮扶人员共同分担。
截至 2020年 10月末，湖滨农商银行发
放“双信用”模式贷款 36万元。同时，
三门峡市农商银行系统还不断创新
扶贫信贷产品，相继推出了“金燕扶
贫贷”“扶贫家庭贷”“助富贷”“惠农
贷”等多款贷款产品，在规定额度和
期限内，贫困户可以“一次核定、随用
随贷、循环使用”，实现贷款像取存款
一样方便。 薛文强

贵州独山县麻尾镇董岭村以村坝
区产业结构调整为工作重点，以发展
饲养猪牛羊和种植板蓝根、蜂蜜脐橙
为主导产业。在董岭村简栽组种植大
户岑远芳的3.33公顷板蓝根种植基地
里，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

岑远芳在还没接触蓝靛种植业之
前是村组上的泥水工，2014 年，岑远
芳家被组上评为贫困户。为了加快脱
贫步伐，2017 年，岑远芳在村干部的
指导下，流转了部分土地，试种了 0.7
公顷蓝靛。刚开始，购买化肥、人工
管理等成本让他陷入资金短缺瓶
颈。此时，恰逢独山农商银行麻尾支
行工作人员来到董岭村开办金融夜

校，夫妻俩向客户经理小柏诉说了种
植蓝靛资金短缺的现状，小柏很快受
理了岑远芳的信贷需求，第二天便为
他授信评级，并发放了 2 万元小额信
用贷款。

农商银行的资金到位后，加上政
府对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岑远芳第一
次种植蓝靛就取得了成功，当年收入
3万多元，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种植业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好在麻尾支行客户
经理小柏为岑远芳提升授信，并发放
了 8 万元“抗疫复工贷”，利率更加优
惠。这一年，岑远芳夫妻二人的辛劳
又有了丰厚的回报。 陈海峰 柏宝俊

“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合作社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是沂南
农商银行客户经理主动与我联系，快
速审批发放贷款 20万元，帮我渡过了
难关！”山东省沂南县润发农机化服务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春雷边带客户经
理参观合作社边说。

据刘春雷介绍，自 2011年成立合
作社以来，他就与沂南农商银行结下
不解之缘。2000年，当家家户户都在
用传统牛犁耕地时，刘春雷就买了手
扶拖拉机；2011年，当大家习惯用手扶
拖拉机耕地时，他又萌生买大型农机
的念头。2011年，刘春雷带领5名村民
各投入 20万元，成立了沂南县润发农
机化服务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容
易，但缺少流动资金，且农机具单一，
无法满足生产需求。正当刘春雷因资

金短缺而无措时，沂南农商银行客户
经理到村里开展评级授信，为他送来
10万元信贷资金，解决了他的资金难
题。现在，刘春雷在沂南农商银行授
信额度已提升到 20万元，合作社也由
最初的 6名成员发展到现在的 29名，
农机也由最初单一的 6台收割机变成
了10台轮式拖拉机、8台玉米联合收获
机、16台小麦联合收割机、6台自走式
液体施肥机、14台联合整地播种机的
综合机具组，年净收入达100余万元。

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沂南农
商银行不断丰富信贷产品，加大涉农
贷款投放力度，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该行还注重发挥村居能
人、名人效应，支持种养大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发展，培植乡村致富带头
人唱响“带头致富经”。岳龙传 徐莲莲

独山农商银行麻尾支行围绕主导产业

“贷”动贫困户脱贫“摘帽”

沂南农商银行开展评级授信

解决农机合作社融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