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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主管

四川农信（巴中）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

绘就助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锦绣画卷

□ 本报记者 王海潮 通讯员 张晶辉

为践行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河北张家口
农商银行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将信
贷资源优先向小微企业倾斜，截至 10
月末，各项贷款余额 362.08亿元，较年
初增加 34.22亿元，全口径小微贷款余
额 260.03 亿元，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44.19亿元。

为全面提升办贷质效，该行不定
期开展集中信贷业务培训，针对贷款
业务流程、新业务、相关法律制度及贷
款检查发现的重点问题进行集中培
训，切实提升放贷质量，截至目前，共
组织信贷培训 24 次，现场学习 789 人
次。该行加强信息共享水平，由信贷
管理部牵头建立客户经理业务信息交
流群，增强信息共享水平，通过微信群
及时发布最新消息、最新动态，群内解
决放贷过程中出现的突发问题，以理
论加实操的方式，提升贷款办理效率，
推动信贷业务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该行将受理与调查相结合，原则上
在客户申请贷款时直接对客户进行简
单调查，初步判断客户适用贷款产品及
是否符合贷款条件，做好放贷基础工
作，在客户申请贷款时对客户进行简单
调查，办理保证类贷款时，将“合同签
订”与“贷款发放”两个环节联动办理，

合同签订后直接办理放款手续；办理抵
质押贷款时，将“合同签订”与“抵质押
登记”两个环节进行联动，签订合同后
直接与客户共同前往登记机关办理登
记，减少客户跑腿次数。

该行将主动营销作为重点工作，通
过“进村庄、进社区、进单位”方式，有效
开展网格化营销、整村授信营销活动，
打造“责任网格化、建档标准化、营销
精准化、服务精细化”的金融服务体
系，进一步转变服务理念，将客户跑银
行，变为银行上门送服务，向信息多跑
路、客户少跑路快速发展，截至 10 月
末，全行已建档评级农户 16.4万户，评
定信用户10.3万户，双基客户贷款新增
额 11.31亿元；已评定信用村 268个，信
用乡镇 7个，以信用示范区的形式，在
专业市场、商场或园区、社区增创信用
示范区16个。

此外，该行始终坚持履行社会责
任，扎根基层、服务三农，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扶持力度，服务实体经济，特别
是针对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助力复
工复产；持续推进“双基”共建工程，持
续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服务行动，并面
向农村地区农民、农工、农产品经营者
重点发放乡村振兴卡，通过集中推广、
柜面营销，仅 3天时间，共计发卡 2400
余张，为后期贷款推进工作奠定良好
基础。

农民日报社主办

□周彪林

今年以来，作为服务三农的农村
金融主力军，湖南株洲农商银行从完
善机制巩固阵地、践行宗旨加大投入、
加快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入
手，打好支持乡村振兴“组合拳”，持续
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效能，努力书
写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篇章。

为巩固三农金融阵地，株洲农商银
行加大对粮食生产加工、现代农业发
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
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等重点领域的服务
和支持力度。同时，该行设立金融助农
服务站、普惠金融专业网点、无人自助

银行等，大力发展手机银行、网上银行、
微信银行等电子银行业务，下沉服务重
心，实践“挎包银行”“田间银行”“流动
银行”等服务模式，着力打造“物理网
点+电子渠道+流动服务”的服务平台，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该行以特色化产品、差异化服务、
精细化管理提升农村金融供给能力，
开创了“金纽带”系统农贷产品，涵盖
信用、集体土地公证抵押、联保等多种
担保方式，扩展了苗木、农产品商标等
抵押、质押品种，盘活农村“沉睡”资
产。针对三农融资特点和实际用款需
求，该行合理设置贷款期限、利率和还
款方式，落实减费让利； (下转2版）

株洲农商银行打好金融“组合拳”

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效能

□ 李强 王耀辉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实
施，四川农信（巴中）充分发挥农村金
融、地方金融、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作
用，运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深度融
入川陕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如今，在四
川农信（巴中）的金融支持下，一幢幢崭
新的高楼拔地而起，一处处精致的巴山
新居依山而建，一片片葱郁的花椒、茶
叶随风起舞，一垄垄工整的果蔬大棚错
落有致，光雾山的红叶迎来八方游客，
王坪的烈士陵园接受万人瞻仰，诺水河
溶洞奇秀险幽吸引着世人前往……一
切表明，巴山旧貌换新颜，贫穷一去不
复返。

强化党建引领 打好“红”的底色

巴中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原川陕
苏区的首府所在地，革命先烈的鲜血洒
满了巴山大地；巴山的红叶景色奇特，每
到秋天，光雾山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在
四川农信（巴中）助力乡村振兴中，另一

种“红”成为了底色。
针对金融支持老区乡村振兴，四川

农信（巴中）持续加强党建引领。辖内
各行社党委积极加强与县委政府沟通
汇报，主动介入县域重大项目、重点工
程以及民生领域等，全面助力乡村振
兴。四川农信（巴中）党委在与市委政府
签订助力乡村振兴1000亿元战略合作协
议的框架内，积极加强与市委政府沟通
汇报，并充分发挥办事处牵头营销的作
用，与市人社局完成第三代社保卡推广
发行，与市医保局完成“医银直联”合作，
成功推动江家口水库项目落户平昌县农
信联社，与中国移动巴中分公司、中国电
信巴中分公司开展“党建和创”，合力推
动巴中乡村振兴。

支持“三农”发展 增添“绿”的亮色

近年来，四川农信（巴中）紧紧围绕
党中央国务院“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按照省联社信贷结构调整和发展绿色
金融的决策部署，主动调整信贷结构，
聚焦三农领域，把绿色金融融入乡村振

兴各个环节。
在工作中，四川农信（巴中）紧扣全

市“10+3”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三
个四”重点产业发展布局，创新推出“花
椒贷”“茶叶贷”“黄羊贷”等特色产品，
大力营销“蜀青振兴贷”，围绕“一村一
品”“一乡一业”“一县一特”，不断加大
三农领域的信贷投放，推动核桃、花椒、
银耳和黄羊、青峪土猪、土鸡等种植养
殖产业蓬勃发展。截至10月末，四川农
信（巴中）累计投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10.74亿元，累计投放脱贫人口小额信用
贷款 1.03亿元，累计投放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贷款68.49亿元。

同时，四川农信（巴中）紧扣市委政
府大力发展茶叶、核桃、道地药材、生态
养殖四大特色农业的战略部署，支持秦
巴中药材种植基地、青峪黑猪、云顶茶
叶、南江黄羊等农业产业化基地328个，
向 19 家市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
经营主体 259 户发放贷款 4.03 亿元；支
持罐子沟葡萄产业、南江万利通生猪养
殖等特色生态种植养殖项目 468 个，全

年累计投放涉农贷款96.23亿元，涉农贷
款余额达244.81亿元。

在支持绿色清洁能源开发方面，四
川省联社巴中办事处严格执行“环保一
票否决制”，限制“两高一剩”产业信贷投
放，并加大对绿色环保产业与项目的支
持力度，推动污水处理、光伏发电、高新
技术等领域的发展。自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以来，四川省联社巴中办事处累计投
放贷款 15.62 亿元，积极支持江家口水
库、黄石盘水库、污水处理厂、天然气管
道改建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

推动文旅产业 彰显“蓝”的特色

蓝是巴中的特色，天蓝水更蓝。巴
中常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保持在90%
以上，蓝天白云是常态；同时，巴中的水
来自秦巴山深处，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达到100%，大山深处随处可见碧
蓝色的河水。四川省联社巴中办事处瞄
准“蓝”的特色，把推动文旅康养作为金
融支持老区乡村振兴的又一着力点。

（下转2版）

今年以来，山东莒县农商银行加大减费让利的实施力度，创新推行“公开受理阳光办贷”“简化流程、最多跑一
趟”“民营贷款绿色通道”“无还本续贷纾困”等信贷服务模式,提高了民营小微企业获贷的便利程度。截至10月末,
莒县农商银行共为44户小微企业办理了“无还本续贷”资金接续业务,金额10.25亿元。图为该行工作人员到企业
进行贷前调研。 马芳旭

日前，浙江高规格召开全省深化“千
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

“千万工程”即“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自 2003 年浙江省启动“千万工程”
以来，浙江省农信联社带领全省各农商
银行、农信联社不忘初心，坚守“姓农、姓
小、姓土”核心定位，不断创新金融服务
和产品，全力支持浙江省深化“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服务乡村振兴，推动
千万乡村“破茧成蝶”，助力浙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截至 10 月
末，浙江农信涉农贷款余额达 14684.75
亿元，较年初增加 2136.14 亿元，增幅
17.02%，其中农户贷款余额 10085.32 亿
元，占全省银行业1/2。

臭哄哄的鸭棚
人工堆肥变“大项目”

“这片一千多亩的荒地一直是我们
村的老大难问题。开展‘千万工程’建设
后，臭哄哄的鸭棚、水泵、人工堆肥变成
了咖啡馆、千亩稻田，还有三大驿站、民
宿、大地课堂等26个特色站点。这不但
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今年还吸引了
50 余万人次前来参观。全村的经营收
入达 180万元，较 2018年翻了两番！”提
到这个“大项目”，杭州萧山区临浦镇横
一村党总支傅书记脸上笑容满溢。

如此“巨变”的背后，当然少不了农

信力量的深度参与。浙江农信辖内萧山
农商银行新增授信 1000 亿元推动未来
乡村建设，捐赠 377.3 万元参与临浦废
地、旱厕改建，设立首个金融服务配套+
数智乡村治理的未来乡村丰收驿站，集
金融服务区、无人超市、乡村直播间、休
息观光区、景观卫生间等多重功能于一
体，让横一村摇身变成全省深化“千万工
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的标杆
样板、未来大地首发地、杭州市探索未来
乡村的先行区，受到全省关注。

“金融+数字智治”融入乡村治理

“以前大俱源溪畔都是洗衣服的村
民，大伙把自家的生产生活废水倒到溪
里，溪水是又脏又臭，网格员管理也收效
不大。后来当地政府与农商银行开展战
略合作，为每位村民订制了‘个人信用积
分’，积分将五水共治等 43项村庄治理
指标融入其中，达到积分要求的村民可
以在当地农商银行获得贷款利率优惠、
兑换积分礼品等，大大激发了村民参与
村庄治理的积极性。你瞧，现在村庄环
境变好了，‘画村’的名声也打响了！”余
东村村支书余斌感慨道。

原来的柯城区沟溪乡余东村是出了
名的贫困村，但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村民们重新拾起了被“锄头”替代的“画
笔”，将眼前风景绘到了自家墙上。今

年，浙江农信辖内柯城农商银行对全村
生态环境评估后给予了村集体 3000 万
元“两山强村贷”授信，余斌与村两委一
合计，打算继续加大与万事利集团、中国
美院、衢州好梦来集团、德门龙手工阳面
等原有品牌商的合作力度，同时将30余
幅描绘当地风景的农民画“送”进了华为
手机主题壁纸商城，现在每幅画下载价
格在2元至6元不等，单日最高销售收入
已达千元，增加了村民的线上版权收入，
提高了当地农民画品牌附加值，预计文
创产业链全年可为村里增收 2000 余万
元，村民年人均增收2万余元。

绿色金融助绘“画里仙潭”

“原先村里有很多的竹笋和竹材料
加工厂等污染企业，山间的溪水被严重
污染，因为仙潭村位于湖州市饮水源老
虎潭水库的上游，为了保护环境，让大家
喝上干净水，早些年村民主动关闭了村
里的污染企业，都外出城里务工了，后来
在农商银行各项金融服务支持下，村貌
环境越来越好。”仙潭村村委书记说道。

越来越自然、原始而具有诗意的乡
村环境吸引了众多上海人、杭州人前来
享受大自然的美好，这也让有创业梦想
的农村青年返乡投身家乡的美丽乡村建
设。从在外营商多年的青年沈蒋荣回到
仙潭村利用自家的老房子办起了村里的

第一家精品民宿“莫梵”起步，在乡村旅
游大发展背景下，在浙江农信辖内德清
农商银行“民宿乐”贷款支持下，越来越
多的村民将自家的住房改建民宿，从原
先的几家民宿增长到158家民宿，“农家
乐”变身“洋家乐”，民宿经济的风潮席卷
整个村庄。200多套闲置农房得到了盘
活，回乡建设家园资金达4.5亿元。

在共建美丽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浙江省农信联社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推进浙江农信金融服务与“千万工程”
深度融合。在金华浦江，当地农商银行将
信贷激励政策与五水共治、垃圾分类等工
作结合，累计发放相关专项贷款22亿元，
助力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在嘉兴桐
乡，当地农商银行积极发放农村基础设施
贷款及综合整治项目贷款，助力乡村垃圾
分类站改造，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在台州
温岭，当地农商银行助力首批“浙江最美
乡村”坞根花溪村打造3A级公厕，投入约
60万元；在湖州吴兴，当地农商银行为幻
溇村整村授信511户、7500万元，助力村
庄从原先“脏、乱、差”的市集村落到如今
已建成集渔港、渔市、美食、住宿、文化于
一体的“渔”特色文化旅游村……

环境“美”、产业“旺”、活力“足”、风尚
“好”、韵味“浓”、服务“优”、价值“高”、机制
“畅”，绘就共同富裕大场景下新时代美丽
乡村新图景在浙江大地徐徐展开！ 王俊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西省
吕梁市农信社坚持把学习党史与推动
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确保把
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为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办
实，该市农信社建立县级行社理（董）事
长月例会制度，每月一个主题解决基层
迫切关心的问题，如小额信贷投放、盲
审责任认定、员工薪酬激励、矩阵管理
考核等。党组班子和机关部室走进基
层“面对面”倾听员工呼声，各基层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主动走进客户，“零距离”
回应群众关切，1516名网格员既是职工
和客户群众的“说事员”，又是“办事
员”，第一时间解决群众诉求。

为推动为民办实事常态化长效化，
该市农信社结合“星级支部”创建达标
和“456”党建品牌创建，以深入开展“党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为载体，
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解难题”过
程实施全流程公开，交办督办、解决问
题、结果反馈、群众评价——为民办事
从笼统要求到机制督办，形成完整的工
作闭环，让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干部闻

“事”而动、倾力而为，把“神经末梢”战
斗力充分发挥出来。如汾阳农商银行
党委创建了营业部党建引领“红色驿
站”、城关支行“党建+业务”“绿色驿
站”、文峰支行党支部“党建+共赢”银
商驿站三个城市驿站，发挥各自区位优
势，营业部党支部与烈士陵园、汾阳中

学、汾阳医院等互联互动，开展党史教
育联动活动。

吕梁市农信社把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根本落脚
点，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助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截至 10 月
末，吕梁市农信社累计投放脱贫人口小
额贷款7043户3.45亿元，余额达到5.61
亿元。

吕梁市农信社还以整村授信为载
体，指导各行社强化与县、乡、村三级党
委和社会团体的合作联动，建立信用工
程共创共建工作机制，大力建设信用
镇、信用村、信用企业、信用户，全面推
广线上办贷平台，通过“线上+线下”双
渠道引流，形成了“人在格中走、事在网
中办”的服务管理体系。截至目前，吕
梁市农信社评级授信累计覆盖行政村
2146 个，培育信用主体 860 个，授信农
户 37.47 户 135.95 亿元；培育信用小微
企 业 2570 户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的
440.82%；累计线上授信 5.99 万户 65.2
亿元。如柳林农商银行“再贷款+惠农
贷”模式，使用再贷款资金3.94亿元，评
定信用村 74个，信用户 13941户，被人
民银行评为全市信用工程典型，在全市
金融机构间进行推广。交口的“十户一
联体”模式，以信贷为纽带，将发展意愿
相同、技能相近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

“党带群、富带贫、强带弱”的互助组织，
增强农户经营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促进了农民增产、农户增收。 郭永德

张家口农商银行优化贷款流程

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

吕梁市农信社聚焦“急难愁盼”问题

确保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银保监会公开征求意见

规范银行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
□ 张振京

11月 25日，银保监会就《关于规范
银行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导意见》)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指导意见》明确，银行
不得利用低价方式开展不正当竞争；鼓
励银行优化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
体的账户管理、存取款、支付汇划等基
础银行服务，结合自身经营策略给予适
当减免优惠；鼓励银行对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等实施差异化定价，合理制定
和调整服务项目价格，结合自身经营策
略划分客户群体，给予适当减免优惠
等。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1年 12月
25日。

《指导意见》旨在规范银行服务市
场调节价管理，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改善人民群众金融消费体验。据

《指导意见》，银行市场调节价服务是指
银行提供的非政府指导价或非政府定
价的服务。服务项目包括支付结算、电
子银行、银行卡、理财、代理、托管、担保
及承诺、贸易金融、金融市场交易、管理
及咨询等。

浙江农信创新金融服务

助力“千万工程”共建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