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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台支持疫情防控措施到日前
快速审批放款1103.2亿元用于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从全力支持各
行各业复工复产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捐赠 4.91亿元，全国农信机构坚定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
省委、省政府与监管部门关于加强金
融支持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全力担
当，迅速行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以
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有力地保障了
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安徽：提供优质高效金融服务

安徽省农信联社带领全省农商银
行立足自身职能、践行社会责任，以优
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截至目前，全系统已对接安
徽金牛药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防
疫相关的生产型企业，提供授信 1.07
亿余元，贷款余额 8390 万元，为帮助
企业有效增加产能、保障疫情防控提
供了有力支持。

安徽省农金机构合理调配服务资
源，妥善安排营业网点与时间，保障基
础金融服务顺畅开展。特别是与疫情
防控有关的资金汇划等业务，确保第
一时间处理、万无一失。对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线上渠道实行
手续费全免，引导和鼓励客户通过线
上办理相关业务。1月以来，全省农商
银行线上交易达1.25亿笔、480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70%、30%，初步测算可
为客户节约手续费等直接支出近5000
万元。

此外，他们还做好受困企业金融
服务。对于疫情影响正常经营、遇到
暂时困难的企业，坚决不抽贷、不断
贷、不压贷。并根据实际情况，通过适
当下调贷款利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
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
支持其战胜疫情灾害影响。

广西：助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

广西自治区农信联社出台“七大
信贷举措”服务好疫情防控脱贫攻坚
和复工复产稳增长工作。围绕做好

“六稳”工作，继续统筹抓好改革发展
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
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
度。大力支持农业春耕备耕、粮食和
蔬菜生产、生猪和家禽养殖业恢复生
产，大力支持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
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和重
大项目建设，大力支持生产要素和物
资保障、三产和消费领域、脱贫攻坚及
乡村振兴，促进广西经济持续平稳健
康发展。

他们还提早谋划、及时掌握企业
信息，优化信贷流程，合理延长贷款期
限，有效减费降息，支持受影响企业有
序高效恢复生产经营。特别是重点帮
扶因疫情受困的小微企业，优先安排
信贷额度，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此
外，加大制造业贷款投放力度，加强供
应链金融服务。广西自治区农信联社
对医疗机构和防疫物资生产、销售、物
流等配套企业及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
设、科研攻关等相关企业新增授信 22
户，金额 2.09亿元；新增用信 22户，金
额1.71亿元。

自疫情发生以来，广西自治区农
信联社支持农业贷款 8.51亿元、水果
种植贷款 3.28 亿元、小微企业贷款
30.06亿元；累计对接医院及其他医疗
机构、药品及防疫物资生产销售企业、
防疫相关的民生保障及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受困客户 1396户、发放信贷资金
37.47亿元。

山西省农信社在新冠肺炎疫情阻
击战和全省春耕备耕双期叠加的关键
时期，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落实分
区分级精准防控，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不失时机抓好春耕备耕，毫不放松
推进脱贫攻坚”的具体要求，向三晋大
地播撒春耕备耕信贷“及时雨”，全力
保障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确保脱
贫攻坚战圆满收官。截至 2 月 25 日，
全省农信社涉农贷款较年初净增 76
亿元。

在疫情低风险县区，山西省农信社
组织开展“提升信用工程”创建，“百行
进万企·万人进万村”等活动，引导农信
员工“进农户、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
进市场”开展营销，为各类主体提供充

足的信贷支持。对疫情中风险县区，按
照稳妥有序的原则，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支持春耕生产，瞄准重点，主动
出击。对疫情高风险县区，借助科技手
段，利用线上获客，在线审批等方式，加
快线上办贷产品的推广和应用。

全省农信社、农商银行充分发挥支
农主力军的作用，把疫情防控阻击战与
信贷支持全省春耕备耕工作结合起来，
早谋划、早部署、早动员，按照首季“开
门红”工作的目标要求，加大资金组织
力度，单列春耕备耕信贷投放规模，制
定信贷支持工作方案，确保疫情防控和
春耕备耕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为实
现全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夯实基
础。今年以来，全省农信社新增各项存

款 213亿元，确保春耕备耕信贷资金足
额适时发放。各行社根据农资市场的
生产需求，引导辖内机构瞄准粮油、农
机、农技、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村电
商、物流等重点农业生产供应领域，瞄
准有机旱作农业、中草药种植、特色农
产品种植等生产项目的需求，及早入
手，及时对接，确保“菜篮子”“粮袋子”
等农产品的稳产保供。

山西省农信社通过加大对“福农
卡”“富裕贷”“脱贫贷”“支农贷”的宣
传力度，做大做强传统信贷产品灵活、
高效、便捷的优势，拓宽产品覆盖面。
同时引导各级机构结合辖区实际需要
和农业生产发展以及农副产品的特
点，创新推出各类特色明显、针对性

强、优势突出的信贷产品，充分满足春
耕备耕各类主体的信贷需求。

山西省农信社有效依托农村（社区）
金融服务站扎根农村一线，熟知基本农
情的优势，借助农村信用工程的整体推
进，加强整村授信、网格化营销力量，持
续推进客户经理进村入户工作，提高春
耕备耕贷款审批发放进度和办结效率。
对春耕备耕生产中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
业客户，积极运用让利返息、调整结息方
式、延长还款期限、无还本续贷、优化征
信服务等差异化政策，帮助加快复工复
产，努力克服疫情影响。通过支持各类
扶贫龙头企业、扶贫带动主体尽快复工，
帮助贫困户和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尽
快开展生产。

山西省农信社净增76亿元涉农贷款

为春耕备耕提供资金保障
◎ 本报记者 丁鸿雁 通讯员 李明辉

当前，正值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关
键期，河北省农信联社专门出台奋力夺
取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双胜利的实施
意见，组织全辖行社加大信贷投入力
度，开启信贷绿色通道，全面支持受疫
情影响的企业复工复产。

各农信机构积极对接企业资金需
求，多方式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渡难
关，尽快实现有序复工复产。张家口农
商银行及时对受疫情影响企业实施信
贷资金倾斜，累计为45户企业办理续贷
3.19亿元，为 7户办理新增贷款 1.85亿
元，有力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无极县农

信联社了解到辖内某标识制作公司存
在资金缺口后，迅速开启信贷绿色通
道，简化手续，降低利率，第一批到位资
金 200万元，以最快速度帮助企业实现
了复工复产。邢台农商银行推出两款
专项贷款产品，“普惠助力贷”为 500万
元以下授信客户的增信产品，新增额度
最高可达存量授信额度的 20%；“复工
暖心贷”为复工专项信贷产品，最高授
信1000万元。海兴县农信联社推出“复
工生产资料贷”“复工惠农贷”“复工商
户贷”“复工流资贷”4个专项贷款品种，
根据贷款种类和担保形式不同，最高授

信额度3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献县
农商银行将2月1日至2月29日到期贷
款共计 140笔、9869万元的罚息利率调
整为正常贷款利率，有力缓解企业暂时
困难。任县农商银行与疫情期间贷款
到期的 19家企业，签订了延期还款、延
期支付利息的协议，贷款利率在原基础
上下降 10%，为相关企业减免转贷成本
60余万元。

此外，河北省农信联社指导各级农
信机构结合“双基”共建农村信用工程
建设，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特点，积
极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加大涉农贷

款投放力度，全力保障农副产品和春耕
备耕农资供应信贷资金需求。省联社
秦皇岛审计中心专门出台《关于做好信
贷支持春耕备耕生产工作的指导意
见》，制定 9项具体举措，健全完善工作
机制，围绕农民增收和促进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有序安排资金投向、节奏和重
点，为全市春耕生产保驾护航。张家口
农商银行及时为当地流动资金短缺的
蔬菜批发市场，采取了无还本续贷、结
息方式由月结改为季结、下调贷款利
率、储备授信额度等4大措施，积极保障
了农副产品的供应。 荆 志

河北农信系统开启绿色通道

加大信贷投入推动企业复工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广东农信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
政府以及监管部门相关部署要求，积极
响应、主动作为，提出了宽限续期、加强
供给、主动让利、线上办理、能贷尽贷等
五大举措实招，并充分利用广东省中小
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加强对接服务，切实
为中小微企业抗“疫”复工复产排忧解
难，坚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针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广
东农信辖内机构通过深入摸查，量身定
制、快速推出一系列具体针对性的融资
产品。如东莞农商银行、顺德农商银
行、新兴农商银行推出的“抗‘疫’贷”，
南海农商银行推出的“战疫宝”，中山农
商银行推出的“抗疫应急贷”，江门农商

银行推出的“中小企政银保（疫情版）”，
湛江农商银行推出的“医融易贷”，佛山
农商银行推出的“真情相贷”等。

为加强扶持举措的快速见效，广东
农信积极发挥“小法人、大系统”的优
势，带领辖内85家法人机构全面对接由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推动搭建的广东省
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依托广东“数
字政府”数据资源，结合农信地缘优势，
强化线上线下的全面融合。省联社引
导全辖机构及时将相关信贷产品信息
在“中小融”平台上进行发布，方便有融
资需求的客户直接在平台上选择满意
的信贷产品和合意的申办机构。目前，
全省农商银行（农信社）已在“中小融”
平台上发布信贷产品近 120多个，极大

地为客户融资提供了便利。其中，新兴
农商银行通过平台与新兴县太子心医
药有限公司精准对接，开通信贷服务绿
色通道，迅速向该企业发放 300万元疫
情防控贷款，为保障民生和支持“抗疫”
一线企业稳定经营“保驾护航”。顺德
农商银行通过“中小融”平台渠道获知
佛山市顺德区某织带企业的贷款资金
需求，该行立刻对接并在极短时间内向
该客户发放了195万元应急流动资金贷
款，解决企业“抗疫”期间的燃眉之急。

广东农信辖内机构依托中小企业
融资服务平台快速办理服务业务，如湛
江农商银行在“中小融”平台发布“抗
疫”融资贷款产品“医融易贷”后，当天
立即收到一批医药类企业的贷款申请

信息，该行迅速通过平台对接，1天内向
湛江好好医院紧急发放疫情防控应急
贷款 100万元；两天内完成湛江南粤医
院、广东一禾药业、广东恒诚制药等医
疗、制药企业的优惠利率授信方案，额
度共 2800 万元，第一时间满足企业的

“抗疫”资金需求。
广东农信将继续坚守定位、服务地

方，坚持加强防控疫情工作和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既做防疫
抗疫的及时雨，也做复工复产的雪中
炭。截至2月24日，广东农信辖内农商
银行（农信社）共向“抗疫”生活物资保
障及医疗物资保障客户投放贷款 25.98
亿元，扎实履行了“践行普惠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的应有责任。

广东农信依托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

为中小企业抗“疫”排忧解难
◎ 本报记者 吴叶琪 通讯员 何 晔

为保证支持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
“两不误”，陕西省农信联社全力推出
“1844e”措施，持续加大春耕备耕信贷支
持力度。针对春耕备耕信贷需求广、金
额小、时间急等特点，陕西省农信联社拿
出1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支持春耕
备耕生产。截至 2月 26日，累计发放春
耕备耕类贷款10.61万户57.82亿元。

据介绍，陕西省农信联社为实现上
述任务目标，科学研判部署，全力推出
了“1844e”措施。

“1”是统一“作战”确保“打胜仗”。
各行社先后成立春耕备耕金融服务临
时指挥部，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将支持
春耕备耕列为工作重点，全力以赴打好
春耕第一仗，为全年业务发展工作开好
头、起好步。

“8”是“8 个方面”保障服务“全”。
陕西省农信联社从提高思想认识、加强
组织领导、多方采集信息、因地制宜实
施、配置各类产品、开通绿色通道、实施
利率优惠、加大金融宣传等 8个方面要
求切实加强春耕备耕期间的金融服务。

“4”是“4个明确”确保服务“准”。对
春耕信贷资金做到“四个明确”，即明确
投放时间、明确投放人员、明确投放片
区、明确办理时限，确保涉农信贷资金及
时发放到位，解决“三农”的燃眉之急，全
力满足春耕备耕金融需求。

“4”是“4 个优先”突出服务“优”。
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特点，坚持

“信贷支农不误农时”的原则，省联社提
出“优先安排信贷规模、优先受理、优先
授信、优先发放”的服务承诺，有效保证
储备种子、化肥、农机装备等农资农技
供应和物流畅通资金需求，充分保障高
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土地流转及规模化
经营资金到位。

“e”是 线 上“ 秦 e 贷 ”保 障 服 务
“快”。充分发挥“秦 e贷”线上线下一体
化的服务优势，加大对疫情期间春耕备
耕的广大农户提供“足不出村、足不出
户”的金融服务，并实施整体下调 0.5个
百分点、最高下调 1个百分点的利率优
惠政策，确保春耕备耕期间各类金融需
求得到快速有效响应。

陕西省农信联社推出“1844e”措施

确保疫情防控与春耕备耕“两不误”
◎ 本报记者 杨海涛 通讯员 任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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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机构农信机构““战疫情战疫情””系列报道之一系列报道之一

日前，江西瑞金农商银行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建了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组织有条件的支行给参与疫情防控的乡镇
工作人员送去防雨棚、雨伞、保温杯、口罩等物品。图为该行志愿者为疫情防控人员送防疫用品。 钟莉芳

河南省银行业机构

贷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 本报记者 李进富

记者从河南省银保监局获悉，河南省
辖内银行业机构全力支持省内企业和重点
项目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截至2
月20日，全省银行业机构为政府、疫情防
控医疗机构及相关企业累计发放贷款
191.11亿元，划转防疫各类资金164.35亿
元，减免手续费213.25万元。初步统计，主
要银行业机构已为2183户复工复产企业
新投放99.1亿元贷款，为1200余家复工复
产的中小微企业新投放贷款19.7亿元，有
效解决企业复工复产“燃眉之急”。

结合河南农业大省和春季农作物生
产资金需求，河南还积极指导辖内主要涉
农机构，建立农产品应急生产资金需求快
速响应机制，提前向春耕备播农户授信贷
款额度，加大对种植大户、农资经销户、农
村超市商户等重点农户的支持力度，全力
支持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复工复产。积极
开展线上金融服务，通过通过微信群、村
镇广播、电话等渠道，快速响应和高效处
理各类春耕备播客户融资需求。疫情期
间，省内主要涉农机构已累计为农业生产
资料企业发放应急贷款18.84亿元，展期
贷款4700万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
增贷款3.53亿元，投放农户贷款6.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