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以来，农发行贵州省分行坚
持抓细抓实履职发展第一要务，不断提
升城区行高质量履职发展能力，紧密结
合“十四五”开局规划，有效助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不断擦亮“粮食银行”“农地银行”“水利
银行”“绿色银行”四个特色品牌。据统
计，该行 2021年审批落地项目 28个、金
额135.02亿元，累计发放94.18亿元。

以粮为本
擦亮“粮食银行”名片

截至2021年12月末，该行累计审批
“粮安工程”贷款336笔，金额74.71亿元，
实现投放68.45亿元；积极开展粮油市场
化业务，投放全省系统首笔跨省粮食收购
贷款8222.5万元，有力支持收购安徽阜阳
颍州区有机小麦，直接带动当地14000余
户农民增收致富，切实守护农民“钱袋
子”；坚持“大粮食、大市场、大流通、大产
业”理念，审批投放仓储贷款4800万元，
支持贵州清镇国家粮食储备库仓储设施
建设；供应链投放粮油购销流动资金贷款
1900万元，支持小麦收购；1.4亿元沪昆线
湖潮货场粮食专线附属设施建设项目实
现审批落地，打通粮食运输、中转的“最后
一公里”；支持企业研发、生产农业“芯
片”，助力解决种源“卡脖子”的问题，全力

服务“藏粮于技”战略，对接服务贵州金农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700万元种子储备工作。

以地为基
打响农地银行品牌

该行以土体整治为突破口，全力支
持贵阳市的土地整治、土地流转以及现
代都市特色产业布局，推进土地+产业的
现代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为全市“沃土行
动”开篇布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行
2021 年累计支持贵阳市 7 个土地类项
目 14.37亿元，实现投放 3.63亿元，累计
支持土地建设规模达 16963.76亩，新增
贵阳市水田指标1004.70亩，有效解决当
前农村土地分散零碎、耕地质量偏低、基
础设施较差等问题，切实提高全市耕地
质量、增加粮食产能，助推土地与农业、
旅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力支持土
地+特色产业发展，审批2亿元刺梨、2.17
亿元精品果蔬、1.09亿元生猪养殖屠宰
全产业链等建设；探索支持土地+旅游模
式，积极推动3.5亿元花溪区高坡乡云顶
暗夜暮曙景区提升改造项目尽早落地。

以水为脉
做强水利银行招牌

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该行累计申

报“引水工程”项目 18 个，申报金额
88.15 亿元，累计审批 18 个，金额 88.15
亿元，实现投放 39.09 亿元；有效支持
贵阳市 11 个区县市城乡一体化供水
改造、污水处理工程及配套管网建设，
进一步改善居民用水，提升环境质
量。同时，该行通过“花南花中”“汪
家大井”等一批示范项目，逐步深化与
贵阳市水务集团合作，有效提升客户
群质量。

以绿为翼
描绘绿色银行底色

该行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两山理论，秉持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理念，创新金融
服务、夯实支持举措，大力支持绿色信
贷发展。

据 统 计 ，该 行 2021 年 累 计 审 批
43.86 亿元，实现投放 12.85 亿元，占总
审批与总投放额 32.48%、13.64%；积极
支持国储林建设，重点对接了一批光伏
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持续加大对节能
环保、节能减排、绿色产业、企业服务力
度，全力支持贵阳经济绿色可持续发
展，向绿色要未来。

张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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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农发行宁夏分行准
确把握自治区在新发展阶段的新特
征，结合宁夏实际提出走出特色化、差
异化发展新路，明确全行全力全程全
面服务乡村振兴“八大工作职责”“十
项运行机制”，服务乡村振兴高质量发
展勇开新局。

该行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针对制
约政府主导类项目融资的难点、痛点问
题，围绕枸杞、葡萄酒、奶产业、肉牛、马
铃薯、羊绒、滩羊、绿色食品、香山特色
农产品、文化旅游宁夏十个特色产业深
入开展“十大产业”调研，积极为全行业
务高质量发展趟路子、谋对策、定措施，
提供更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同时，该行
主要负责人带队开展首席营销，主动上
门对接项目、对接企业，成立工作服务
专班，成功审批清水河流域城乡供水工
程贷款 7亿元，并已投放首笔贷款两亿

元，在支持惠及宁夏中部干旱带和南部
山区约136万城乡居民饮水安全这一重
要民生工程建设中，擦亮了“水利银行”
特色品牌。

该行立足宁夏实际，全力做好服务
“三农”各项工作，2021年以来，累计发
放贷款81.6亿元，在较2020年同期多收
回 29.41 亿元的情况下，实现贷款净增
7.14亿元；接续推进小微企业服务优化
工程，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1.58 亿
元，利率较全国小微企业平均贷款利率
低 1.06 个百分点，让利于企；积极支持
普惠小微企业发展，向31家企业发放普
惠小微贷款 1.58亿元，投放信用贷款 5
户、3279万元，切实解决普惠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创新实施支农
资金筹集优化工程，与银联合作开办
C2B资金归集业务，广开支农资金筹集
渠道效果明显。

此外，该行把信贷和风控模式创新
作为业务发展和打造特色的“推进器”，
在产业类贷款模式创新方面，2021年以
来，已通过农发行宁夏分行创新推出的

“动产浮动抵押+”“枸杞贷”“土豆贷”
模式向 4 家民营企业投放贷款 5330 万
元；加快推进“红酒贷”“活体抵押+”

“青贮贷”等模式落地见效。在基础设
施类贷款模式创新方面，深入贯彻落
实自治区 4 月份召开的先行区第四次
推进会精神，支持服务自治区深入推
进用水权、土地权、排污权、山林权“四
权”改革，成功审批首笔“政府统筹收
购耕地指标融资模式”农村土地整治
项目贷款 3250 万元，已投放 990 万元，
有力支持红寺堡区打造脱贫致富示范
区，农发行宁夏分行“农地银行”特色
品牌建设也因此迈出“破冰”第一步。

张毅 翟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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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之窗

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唯一农业政
策性银行驻地机构，自成立以来，农
发行四川省巴中市分行充分发挥“当
先导、补短板、逆周期”职能作用，先
后投放各类信贷支农资金近 400 亿
元，运用政策性金融“活水”精准滴
灌 ，深 度 融 入 川 陕 革 命 老 区 振 兴 发
展，为四川唯一革命老区重点城市扬
起“金融之帆”。如今，恩阳机场顺利
建成通航，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一
条条公路伸向远方，一个个产业蓬勃
兴起，巴山旧貌换新颜、贫穷一去不
复返。

强化党建引领
激活“红色”引擎

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农发行巴中分
行激活“红色”引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凝心聚力的作用，助力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一路飘红。

“坚持党建统领，让党旗在农发行服
务老区振兴发展的一线高高飘扬，为加
快建设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
推动巴中分行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在
2021年党建工作会议上，农发行巴中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对政策性金融支持巴

中革命老区后发赶超、建设“三市两地一
枢纽”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

该行党委成立4名领导班子成员与
机关 9个部室的 9名党员业务骨干组成
3个挂点帮扶小组，每个小组各挂点1个
支行，通过共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联合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结对加强金融知识
宣传等方式，全面融入乡村振兴。

辖内各党组织积极加强与地方党政
沟通汇报，主动介入区域内重大项目、重
点工程以及民生领域等，促成市委政府
专题召开农发行项目工作推进会，现场
解决12个项目40.05亿元贷款申报过程

中存在的难点，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审批各类贷款近

90亿元，投放近60亿元，持续助力脱贫攻
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
战略落地生根，助力实现党旗红、生态绿、
产业兴、农村富的乡村振兴新格局。

赋能人居环境
增添“绿色”底蕴

巴中，既被称为秦巴山区的生态绿
肺；又是长江上游主流渠江源头，是长江
的重要生态屏障。农发行巴中分行助力
乡村振兴的一大亮点，就是积极支持长
江上游绿色发展。

“现在河水清了、风景美了，一条小
溪沟成了市民后花园，变化太大了。”居
住在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龙潭溪边的李
大爷笑开了花。

平昌县龙潭溪湿地公园是平昌县下
龙潭溪段防洪及滨河路建设工程的组成
部分，其建成离不开农发行巴中分行 3
亿多元信贷资金的支持，开园后，不仅为
市民提供了一个观光休闲的好去处，更
为城市增添了一块“绿肺”。

在“巴山游击队”的发源地——南江，农
发行巴中分行1.8亿元贷款支持的南江县第
二水厂建设项目，与老水厂共同运行后，将
实现南江县城“一用一备”双水源供应，彻底
解决县城及周边30余万人口用水需求。

农发行巴中分行紧紧围绕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长江沿岸污染企业退岸入园等
生态治理、河道堤防建设、水毁工程修复、
生态绿色环保等领域，聚焦绿色发展，把
绿色金融融入乡村振兴各个环节，持续为
长江上游水美、岸美、产业美、环境美赋
能。2021年以来，该行累计投放长江大保
护类贷款31.73亿元，先后支持了巴河流
域生态环境、平昌县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等24个项目建设，营造蓝天、绿水、净土，
让红色热土的发展底色更绿更亮。

聚焦主责主业
弘扬“泥土”本色

农发行因农而生，伴农壮大。农业
离不开土地，农发行本身也点缀着“泥
土”的颜色。在助力老区乡村振兴中，没
有捷径可走，唯有苦干实干，如“泥土”一
般脚踏实地，才能把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抓出实实在在的成效。

六月，是收获的季节，走进四川省南
江县油脂有限责任公司驻地，映入眼帘
的是一排排装满油菜籽的农用卡车，一
辆挨着一辆，整齐地排在地磅旁等待着
过磅。“农发行真是‘及时雨’啊，870 万
元收购贷款的及时到位，一股凉意涌上
心头。”该公司负责人感叹道。

“粮油足，民心安。”农发行巴中市分
行始终聚焦主责主业，在全力服务保障
巴中粮食安全上办实事、显担当，始终坚

持粮油主体业务，积极支持粮油生产、省
市县级粮油增储、轮换，认真落实农产品
稳供保价要求，履行“粮食银行”职能，提
供坚强的民生保障；落实专人组建调研
工作小组，走进农户及田间地头，了解粮
油种植情况，深入发改、农业、粮食等相
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接增储、轮换计划，与
全辖粮油收储、加工企业共同预测市场
收购及资金需求情况，在较短时间内完
成了 14 户粮油收储企业收购贷款资格
认定，21 户存量客户评级，并对其授信
18.16亿元，积极做早做好做细粮油各项
信贷准备工作，切实做到“钱等粮”。

据统计，2021年以来，该行先后投放
粮油收储贷款1.97亿元，支持收购、储备粮
油8425万斤、油菜籽（菜籽油）1340万斤，
充分发挥了收储资金供应的主渠道作用，
有效杜绝了“打白条”问题出现，切实解决
了粮油收储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同时，大
力推进“藏粮于地”战略，发放农地类贷款
11.39亿元，支持巴州82个村高标准农田建
设、南江土地增减挂钩、平昌3个乡镇及全
市土地指标类项目建设，全市耕地数量增
加、质量上升，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

在助力川陕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中，
农发行巴中分行以红为底色、绿为亮色，
弘扬“泥土”的本色，三色共融，工笔彩
绘，筋骨分明、细致绵密，勾勒出了一幅
农业政策性金融助力老区乡村振兴的锦
绣画卷。 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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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张家口市位于北京市的
西北方向，距北京市中心约180公里，
与北京属同一自然生态系统，是北京
首都水源涵养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
在保障首都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
方面居于特殊的生态区位。近年来，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充分发挥“当先
导、补短板、逆周期”职能作用，围绕
张家口市水利建设、生态治理、植树
造林、清洁能源等领域，持续加大绿
色 信 贷 投 放 力 度 ，累 计 投 放 贷 款
115.43 亿元，先后支持相关项目 34
个，为打造碧水蓝天绿野的张家口，
推动首都“两区”建设贡献了政策性
金融力量。

修复生态 养一方碧水

河湖生态系统，是水源涵养区的
象征和水源补给功能的集中体现，也
是首都水源涵养区建设的关键所在。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紧紧围绕张家口地
区河湖生态修复、湿地保护、河道综合
治理，累计投放信贷资金10.8亿元，先
后支持桑干河流域综合整治项目、官
厅水库治理及怀来县国家湿地公园建
设项目、旱作雨养现代农业种植项目
等 3个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有效提升
了张家口地区水源涵养能力。

“初春候鸟迁徙，夏日荷塘瑶池，
秋天芦花飞雪，深冬万里冰封，一年
四季皆美景。”张家口市怀来县林草
局湿地办主任陈涛看着眼前的美景，
紧紧握住了农发行办贷人员的手，感
慨地说：“官厅水库于怀来就像‘西
湖’对杭州一样重要，这多亏农发行
的信贷支持啊！”

地处张家口市怀来县和北京市
延庆县的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
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曾经是北京
的供水水源地。然而，随着近年来环
境污染、水质恶化，官厅水库退出了
生活用水体系。加之近年来水库周
边游客激增，使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
环境面临更加严重的威胁。2017年，
河北省怀来县启动了官厅湿地公园
一期建设，准备修复湿地面积 6万余
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农发行怀来
县支行及时介入，主动参与项目规
划，根据项目建设内容、融资需求特
点等，设计专项融资方案，提供专属
金融服务，顺利实现 9.1 亿元贷款审
批投放。随着信贷资金的投入，官厅
水库和永定河以及周边的生态环境
有了明显改善，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有
了明显增加，千亩大绿滩的京津地区
重要生态屏障也逐渐建了起来。

清洁能源 护一片蓝天

风光发电是减少对化石能源依
赖，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推
进大气治理，缓解环境污染压力的重
要举措。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充分利用
张家口坝上地区得天独厚的风力、光
照资源，以绿色能源产业为切入点，累
计审批新能源贷款 73 亿元，支持张
北、赤城、阳原、尚义地区风力、光伏发
电、抽水蓄能项目 12个，实现上网电
量年均增加 27.11万KWH，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 225.82万吨，既有效降低
了煤炭消耗，又减少了污染排放。

远远望去，一排排光伏电板整齐

划一，蓝色多晶硅组件在太阳的照射
下闪闪发光，像一片碧蓝的海洋格外
显眼。摸着身旁的光伏板，村民陈号
芳面带喜悦：“看，这些深色的板板不
仅能发电，还能帮我们增收呢。”这就
是张北县政府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
探索的现代农业与光伏发电相结合的

“光伏+”生态产业扶贫新模式，将光伏
产业作为“铁杆庄稼”来种，打造老百
姓自己的“阳光存折”。随着农发行张
北县支行两亿元信贷资金及时投入，
项目顺利完工并实现并网发电，截至
目前，累计发电量达到3.5亿KWH，实
现收入近 3亿元，惠及张北县 18个贫
困村，帮扶1600户贫困户。

绿化造林 守一望绿野

为有效扩大张家口林草生态空
间，强化生态环境支撑，2016年以来，
农发行张家口分行创新“统贷统还”
贷款模式，先后分 4批投放国家储备
林基地建设项目贷款 33.3亿元，植树
面积 159.21 万亩；2021 年以来，该行
累计审批林业项目贷款 26.8亿元，形
成复制性高、推广性强的“土地+林
业”支持模式，为“农地银行”品牌赋
予了创新、绿色的时代标签。推广

“土地+矿山修复”模式，以推动宣化
区 5.1亿元矿区生态修复和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贷款为标杆模板，带动辖内
5个县区开展矿山修复治理，为张家
口地区提升绿化率，保护地质环境，
构筑防风固沙生态体系提供了有力
金融支持。

过去的万全区过度开垦土地、开
采矿山导致植被稀疏，加之沙尘暴灾
害时有发生，一度成为昔日的京津风
沙源。为降低沙尘暴灾害对京津地
区的影响，万全区政府决定实施土地
综合利用及林业工程建设治沙防
沙。农发行万全区支行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立刻成立项目推进专班，强
化客户服务理念，创新信贷支持路
径，以“土地+林业”模式投放乡镇土
地综合利用及林业工程项目贷款 3.5
亿元，推动万全地区废弃沟渠土地复
垦，恢复为耕地、林草地，新增林地
37.57 万亩，极大提高了当地森林覆
盖率，增强了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净
化空气和水土保持能力。同时，形成
林果种植区 8.6 万亩，每年可种植树
苗 697.88 万株，实现销售收入 15 亿
元。现在，当地沙尘少了，环境好了，
独具特色的经济林果产业带发展起
来了，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也变得越来越宽阔了。

农发行贵州省分行聚焦主责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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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宁夏分行创新服务模式

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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