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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安农商银行来安农商银行

打造打造““银医服务银医服务””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日前，安徽来安农商银行与来安县

第二人民医院、家宁医院分别签署了“银
医业务”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主要围
绕医院信息化项目建设、结算与现金管
理业务、代理业务、信贷业务、对公账户
管理、“医卡通”项目、自助银行服务、理
财服务、银行卡服务、手机银行服务及其
他业务等方面深入开展战略合作，打造
城乡居民医疗缴费更加灵活、“银医”服
务更接地气的金融应用场景。 王伟强

邢州农商银行邢州农商银行

联合开展捐助公益活动联合开展捐助公益活动
前不久，河北邢州农商银行联合邢

台市慈善总会开展了“白血病救助”和
“捐资助学”公益活动。该行有关人员在
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带领下，走访慰问了
邢台辖内4名慢粒白血病患者，并为每人送
去救助金1万元；日前，该行工作人员携手
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走进内丘县柳林中学
助学会场，为该县西部山区60名贫困学子
捐赠助学金6万元。学子们纷纷表示，今后
一定用优异成绩回报社会。 张风海

梅林深处的梅林深处的““百姓银行百姓银行””
———平武农商银行平通支行暖心金融服务托起果农—平武农商银行平通支行暖心金融服务托起果农““致富梦致富梦””

今年以来，江西崇义农商银行以
“四大举措”助推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地
方农业生产和助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发挥了重要力量。截至11月末，该
行各项贷款余额为47.7亿元，其中涉农
贷款28.15亿元，占比59.01%；累计发放
财政惠农信贷通贷款 2769 万元，涉及
276户农户，真正成为农民朋友口中的

“百福贴心人”。
该行深化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建

设，推进“村村通”特约商户现场注册工
作，让农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与城里
人一样的现代金融服务”；按照做简低
端、做大中端、做强高端的原则进行分层
服务，向农村中端客户提供以存款理财
为主的差异服务，向农村高端客户提供

集信贷、理财、结算为一体的专业服务，
有效开展特色化、精准化营销，不断提升
中高端客户的忠诚度和贡献度。

该行还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配置
信贷产品，全面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农户联保贷款、“创业信贷通”“财
政惠农信贷通”等信贷产品。同时大
力发展农家乐、观光采摘、特种养殖、
农产品深加工、手工艺品制作等多种
农民致富项目，帮助农民就近就业创
业；针对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量身订
制“财政惠农信贷通”“文明示范农户”

“财园信贷通”等金融产品，拓展手机
银行、网上银行“e百福”等线上金融服
务平台，全面推进惠农工程与互联网
金融的融合升级。 李海燕

崇义农商银行

提升惠农金融服务质效

青阳农商银行青阳农商银行

举办员工思想道德培训举办员工思想道德培训
近日，安徽青阳农商银行举办员工

思想道德培训。本次培训以网络直播
方式，特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严
红艳讲师线上授课。严红艳从如何应
对心理压力、化解负面情绪等方面着
手，以解析实际案例的形式向大家传授
了情绪管理和心理调节方法。本次培
训，加强了全行员工对职业道德的理解
认识，引导大家重视情绪管理，保持良
好精神面貌，以阳光心态和饱满热情投
入到工作和生活中。 唐婷

□ 本报记者 周文军
通讯员 蒋海军任朝政

千里岷山，重峦叠嶂，绵延不绝。
大山深处，清漪江畔，有个美丽安宁的

“果梅之乡”——四川省平武县平通羌
族乡。如今，果梅已成为这座小镇的第
一大特色产业。

古氐羌人在平武繁衍生息的历史，
形成了涪江流域独特的民族原生态文
化移民迁徙文化以及藏、羌寨民俗风情
文化，也产生了平武果梅文化。果梅的
发展，始于唐，鼎盛于明清，迄今1000余
年。果梅，在平武各族人民的生活、精
神层面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他们心中，
梅树的坚韧不拔、梅花的凌寒傲霜、梅
子的生生不息，是先民经历了历代封建
统治阶级的“改土归流”、强制汉化、战
乱以及瘟疫、地震等灾害后仍顽强生存
并保留自己民族特性的真实写照。平
武果梅已成为高山羌族农耕文化的有
机组成部分，并传承久远。

如何让百姓祖祖辈辈守着的绿水
青山顺利成为致富的金山银山？如何
盘活自然资源崛起特色产业，进而为乡
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平武农商银
行平通支行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立

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特色，以发展
普惠金融为重点，积极支持果梅特色产
业及由其衍生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
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助力
羌乡驶入乡村振兴快车道。

普惠金融帮助农户
端上“金饭碗”

2021 年春节前后，在平武县平通
镇桅杆村的万亩梅林，花开成海，蔚为
壮观，朵朵白云在湛蓝的天幕上飘游，
纷至沓来的游客在如画美景中流连忘
返……与此同时，陈氏梅花山庄老板陈
干的额头也舒展开了。

“感谢农商银行，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主动上门服务，帮助我解决燃眉之
急。”面对上门服务的农商银行客户经
理，陈老板激动地表达着一种朴实的
感恩。

陈氏梅花山庄是平通羌乡梅林景
区接待游客容量较大的经营者，在这里
可以购买羌族特产、品尝美食等。因为
疫情影响，上年的经营举步维艰，资金
周转问题让他眉头紧蹙，一筹莫展。平
武农商银行平通支行了解此情况后，第
一时间向他发放了创业贷款 15 万元。
据了解，目前该行已为梅林景区提供了

近 300万元贷款资金，为当地果农和民
宿经营者缓解了资金难题。

桅杆村享有“万亩梅林、十里花海”
的美誉，2017年，平通镇桅杆村被农业
农村部授予“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源
自于梅林文化的传承，梅树、梅花、梅
果、梅园、梅酒成为果梅文化的主旋律。

村民们在当地农商银行的支持下，
念活生态“果梅经”，发展路子越走越
宽。过去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如今通过
发展果梅和乡村旅游，彻底拔掉穷根，
面貌焕然一新，生活越过越红火……

作为当地金融领域“带头大哥”的
平武农商银行平通支行，也因果梅产业
的发展为当地百姓带来金融振兴农村
的力量。

“惠支付”为果乡发展
提供便利结算

闻着梅花的淡淡芬芳，品着果梅汁
酸甜解渴，尝着果梅馅儿的清脆甘甜，
喝着果梅酒的浑然自得，漫步在花海的
世界里，路过大大小小的农家乐，你会
看见他们的吧台上都有“惠支付”收款
码，这是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每户徒步
宣传、现场指导商户使用、辛苦付出的
成果。

在这深山梅林里，你不用担心因没
带现金而发愁，拿出手机轻轻一扫，交
易完成，在这里，你也会感受到农商银
行带来的便利。目前，该行在梅林景区
安装的“惠支付”60 余个，到了赏梅季
节，可以吸收存款100万余元。

“作为一名一线金融工作人员，能为
当地百姓及远方的客人带去金融服务的
便利，一种傲娇和存在意义的自豪，可以
说是我们每一个农信人的幸福感。”平武
农商银行平通支行韩黎历如是说。

“小钞”兑换
让商户和百姓感受到“农信温度”

果梅经过不同工序的加工可以做
成梅馅儿、果梅汁、果梅酒，经过烘烤后
做成乌梅。桅杆村的乌梅主要作为食
材或药引出口到其他国家，乌梅年产量
近 500 吨，价值 800 万元。每当乌梅下
树时节，大商小贩收购新鲜的果梅在加
工后批量外销，对于“小钞”的需求也是
最旺的时候。

“美女，把你们零钱帮我们准备1万
元，明天来兑换一点。”客户王老板打来
电话。

“今年果梅产量还可以，我准备再
收购一点，到时候卖乌梅的货款存你们

银行哦……”电话一头王老板像朋友一
样调侃着。

“这点小事，明天我们亲自给你送
过来。”农商银行的小姐姐热情地回应。

就是这样一种纯朴友善的交流方
式，拉近了农商银行和客户的距离。这
些在其他银行员工眼里看似繁琐又很
不起眼的业务，却给农商银行带来了大
的收获。平武农商银行平通支行客户
经理刘罗说：“‘小钞’兑换，拉近了我们
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觉得农商银行没
有嫌弃他们，他们会主动选择把果梅销
售款存入农商银行，如果农商银行有其
他业务需要帮忙，他们也会很高兴的配
合我们。”

“我们正在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信贷队伍，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通过帮助农民依托
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
迈向全面小康。”平武农商银行副行长
蒋海军表示。

绿水青山依旧在，青梅含苞待春
来。清漪江畔，一幅梅乡振兴的壮丽画
卷，正在平武农商人的优质服务与辛勤
汗水中徐徐展开……平通，这座宁静而
安逸的小镇，在千年果梅文化的福泽下
充满生机与活力。

余杭农商银行闲林支行余杭农商银行闲林支行

与社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社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近日，浙江农信辖内余杭农商银行

闲林支行与翡翠社区签署未来社区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打造未来社区新

“网红”“金融+创业”做商户的知心人、
“金融+邻里”做社区的贴心人为居民提
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拟将“丰收互
联”手机银行与社区“秀丽翡翠”平台融
合对接，利用浙江农信“金融云”平台，
实现积分兑换、物业管理、费用缴纳、医
疗健康等功能运用。 王剑鑫 黄洁

近日，河南省
濮阳县在王称堌镇
黄河大堤095号桩
组织开展“绿色和
谐，你我同行”冬季
义务植树活动。在
植树现场，濮阳开
州农商银行7名志
愿者共栽植苗木约
70 余株，用实际行
动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保护黄河大堤
生态环境，保护濮
阳的绿水青山。图
为该行开展冬季植
树活动。 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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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农商银行河溪水支行桃江农商银行河溪水支行

为老年客户提供贴心服务为老年客户提供贴心服务
近年来，湖南桃江农商银行积极倡

导“三心服务”，大力开展关爱老年人行
动，在网点配备老花镜、爱心座椅、医药
箱等设备，为老年客户提供便利，营造
温馨贴心的环境，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的
满足感。该行还对行动不便无法亲临
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群体上门服务，目
前已上门为群众服务1000余人次，切实
做到用心、贴心、倾心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 孙卫明

□ 本报记者 李道海 通讯员 丁岩 陈帅

日前，江苏东方农商银行组织30名
干部职工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连云港市第二届职工健身运动会
田径比赛。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市 24
支机关代表队的244名运动员参加。各
位选手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争金夺银，
激扬青春，用行动阐释了“更高、更快、更
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最终该行运动

健儿在铅球、跳高、跳远等8个项目中不
畏强敌，奋勇拼搏，斩获1个团体亚军及
17个个人单项奖，取得机关组团体总分
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展示了农商行人的
良好精神风貌。

近年来，该行积极创优活动载体，持
续厚植体育锻炼氛围，共成立足球、篮球、
羽毛球等8个兴趣小组，每周体育锻炼员
工参与度达200人次。2021年，该行先后
组织、参与各类体育交流活动100余场，
为当地群众体育发展注入“催化剂”。

近年来，吉林磐石农商银行与团
市委围绕青年就业创业、金融知识宣
传、志愿服务开展、青年人才培育等重
点领域构建统一领导、广泛联动、协同
高效的合作机制，服务全市经济社会
和青年发展大局。该行积极开发“青
创时代”贷款产品，磐石团市委动员推
荐有融资需求的创业青年申请贷款，
并针对贷款项目联合开展跟踪帮扶。

截至 9月末，该行累计发放 35周岁以
下青年贷款3.69亿元。

该行还动员引导广大团员青年通
过“众”志愿服务平台注册成为青年志
愿者，树立和践行“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志愿服务精神，常态化参与团市
委环境卫生、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城
市建设、扶危助贫、疫情防控系列项目
志愿服务活动，打造青年志愿服务工

作品牌；连续三年与团市委合作，开展
“微心愿活动”，为贫困家庭孩子送去
温暖；组织广大青年积极参与进企业、
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和送金融知
识、送特色产品、送社区公益、送便民
银行、送优质服务“四进五送”，从年初
开始，每天近百人身穿红马甲参与宣
传活动，打造“暖银行”“快银行”。

宋君武

磐石农商银行

“银团合作”帮扶青年创业

东方农商银行

全市职工田径比赛获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