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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访谈

贵州长顺富民村镇银行自2017年8月4
日成立以来，始终坚守“做小、做广、做精”和
发展速度服从于发展质量定位不动摇，致力
于为当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农村

及农业经济等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确保普惠
金融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截至2022年8月
31日，该行各项存款余额3.77亿元，各项贷款
余额5.22亿元、6118户。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4.56亿元、占比87.24%，消费性贷款余额2.32
亿元、占比 44.37%，经营性贷款余额 2.91 亿
元、占比55.63%，有效填补了农村地区金融服
务的空白，增加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

□ 梁佳爽

2014年至今，吉林榆树农村商业银
行（以下简称榆树农商银行）在吉林省内
先后发起设立了长春净月、辽源龙山、通
化东昌、伊通、辉南、抚松、长白、吉林昌
邑、龙井、辽源西安区 10 家榆银村镇银
行，各榆银系村镇银行自成立以来，立足
市（县）域发展，牢固树立支农支小市场
定位，围绕乡村振兴，扶持三农产业，拓
展服务领域，通过自身的持续发展，与乡
村振兴共同成长。

近几年，由于外部市场环境发生根
本性变化，各村镇银行在自身的发展过
程中，面临着很多问题。同时，各级监管
部门和人民银行要求，发起行要切实承
担起村镇银行在战略规划、团队建设、科
技支撑、产品研发、风险防控、经营发展
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全面发挥旗舰功
能，履行大股东职责义务。

自 2021年起，发起行榆树农商银行
以“管好、放活、赋能、共享”为原则，以支
农支小为宗旨，以服务乡村振兴为抓手，
以处置不良资产风险为重点，与 10家榆
银村镇银行共同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和趋势，系统掌握国家经济金融政策方
针，全面解析各榆银系村镇银行当前的
经营态势，清醒认识到所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进一步厘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任
务，找准工作目标，选准工作路径，抓准
工作重点，摸准工作方法，把准工作节
奏，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借助发起行
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引导 10家榆银
村镇银行破局创新，确立榆银系村镇银
行新的发展方向——信息化赋能、数字
化驱动，探索数字化村镇银行建设，为实

现榆银村镇银行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

构建“一部一中心”模式
助力榆银系村镇银行发展

在“管好、放活、赋能、共享”理念
下，发起行榆树农商银行构建“一部一中
心”模式。一部指的是榆银村镇银行管
理部，主要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统筹支
持村镇银行发展，持续了解和分析运营
情况，为村镇银行提供业务及其他方面
的支持。

发起行榆树农商银行于 2021 年 8
月成立榆银村镇银行研发中心，发挥数
字化村镇银行的“敏捷部门”职能，一手
抓研发，一手抓推广，主要负责研发客
户需求调研、需求报告提升、系统精细
测试、项目推广上线、产品培训推广、市
场精准跟踪、产品持续升级等，有助于
各榆银系村镇银行自主研发多样化的
产品、搭建科学的管理系统和提供优质
的科技服务。

加强数字化建设
打造榆银“四大体系”

发起行榆树农商银行 2020 年起陆
续实施的“绩效管理、营销服务、产品研
发、风险防控”四大体系建设，整体科技
含量较高，各榆银系村镇银行在管理部
的统一指导下，总结借鉴发起行“四大
体系”建设经验，实施“拿来主义”，按照
计划审慎复制，选择性粘贴，成熟一家，
上线一家，落地一家，确保接地气，水土
相服，以信息数字化“对内实现精细化
管理，对外实现精准化营销（服务）”，打
造“榆快金融，其乐融融”榆银村镇银行
品牌。 （下转B2版）

赋能成长 勇毅前行
——10家榆银村镇银行与乡村振兴共同成长

长顺富民村镇银行
坚守定位不动摇确保普惠政策落实

□ 本报记者 伍洪 通讯员 杨青

12月 2日，四川自贡中成村镇银行
“知农支农体验田”启动仪式在自贡市
自流井区仲权镇全胜村隆重举行。

在全胜村田间地头的一角，一片繁
忙热闹的景象……37名自贡中成村镇
银行员工在当地 5 名农业技术指导员
的指导下，开启了瓜果、蔬菜等农作物
的种植体验，员工们既兴奋又激动，脸
上充满了期待。

躬耕识农 培养爱农情怀

开业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的自贡
中成村镇银行作为全国十家总分制村
镇银行之一，始终以服务“三农”，支持
小微作为该行的市场定位。

据统计，自贡中成村镇银行现有近
百名员工，其中 90%的员工在城市长
大，没有参加过农业耕种的经历和经
验，有部分员工虽在农村长大，但没有
参加过农业劳动，大学毕业后就入职了
村镇银行，对农村、农业了解不深。

因此，为提升员工对“三农”工作
的认识，增强员工知农、支农、爱农的
意识，自贡中成村镇银行决定在自贡
市自流井区仲权镇全胜村开展“知农
支农体验田”建设工作，致力打造该行
特色农耕文化，加深员工对“三农”的
感情。

精心组织 保障顺利推进

自贡中成村镇银行经过多方联系，
反复酝酿，精心组织，终于实现愿望。

该行通过多次与村“两委”联动，研
究落实体验田活动方案，持续探索“银
村共建”的发展模式，让村民真正感受
到村镇银行就在百姓身边，还能提供贴
心服务。据介绍，体验田活动以工会牵
头组织，各支行、部门工会小组积极参
与，并制定工作方案，安排好筹备活动
以及土地的获取、规划等系列工作。在
体验田的正中央，制作了以“知农支农
体验田”为主题，两侧分别排立“银村共
建助力乡村振兴”“用心打造有温度有
情怀银行”的大型宣传标语和宣传牌。
此外，该行购置农用工具，包括锄头、铁
锹、水桶等，根据需求购置莴苣苗、花菜
苗、各类种子等，并聘请当地种植能手
向村行员工现场授课，教授蔬菜、瓜果
和粮食等农作物的种植要领，让员工在
实践中体验和学习。

积极参与 感悟农耕劳作

启动仪式现场，自贡中成村镇银行
领导给各支行、部门共计十一个小组划
分了区域，发放了锄头、水桶等农具，并
向当地农耕技术指导员颁发聘书。

活动中，自贡中成村镇银行员工
们认真听着经验丰富的农业技术指导

员讲解“打窝子”和种莴苣、蔬菜等种
植技巧后，卷起袖子，举起锄头，右手
拿锹，左手插苗……个个热血沸腾、争
先恐后、齐心协力，田间呈现出一片繁
忙的景象。

“我这种好了，我来帮你们挖。”
“没问题，欢迎欢迎，期待！”“我快干完
了，有谁需要我帮忙吗？”“哈哈哈……”
大家的呼叫声、谈话声、笑声，在田野
里回荡……

由于三家县域支行当天参加人员
相对较少，于是其他支行和部门的员工
纷纷踊跃帮助他们挖土和插苗，大家你
追我赶……

不一会儿，六亩农田披上了“绿
装”，一行行新插的莴苣苗、花菜苗迎风
而立，满身泥土的员工们也累得直呼

“累并快乐着”……
该活动吸引了许多周边的乡民前

来观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本次活动，自贡中成村镇银行员工

们深深体会到种田的艰辛以及粮食的
来之不易，同时，活动也拉近了银行员
工与农民的距离，几位员工还拜技术指
导员为师。

启动会上，自贡中成村镇银行董事
长兼行长谢贤宇对员工提出了要求，要
求每名员工每月利用周末时间开展学
农实践 1 次，参与蔬菜、粮食等农作物
的培育、种植及其他工作，各工会小组

对责任农耕区进行耕种和维护，总行工
会定期开展评价；要求员工以此为着力
点，加强对外宣传。

自贡中成村镇银行还将不定期在
此宣传反假人民币、反电信诈骗、存款
保险及反洗钱等金融知识，推介产品，
服务当地村民。同时，该行与村委会协
商，拟将建立困难学生帮扶机制，并为
困难农户开展“关爱送温暖”活动，以实
际行动践行国有银行社会担当。该行
还要求员工深度开展农村产业发展调
研，如了解掌握农作物种植播种到收成
等环节，了解当地农业产业布局，了解
客户融资需求，并对有资金需求的客户
做到精准服务，分析投入产出关系，合
理测算客户信贷资金需求等，让客户经
理有一种理性和感性认识。

体验耕种 领悟知农支农

“有机会能体验耕种，对我们在城
里长大的人是一次全新尝试。这次的
耕种，我从新鲜到疲劳到深感农户耕耘
的不容易，感受真实、深刻。在劳动中，
听取农业专家的讲解，在实践中，同志
们相互配合，再一次更好地诠释了团队
精神，团队合作不仅在工作中，还在劳
动中。”自贡中成村镇银行自流井支行
负责人王婉英感慨万千。

“我们工作在农村金融机构的一
线，更要主动学农、懂农、爱农，到体验

田下农田、懂农活、知农事，脚踏实地
给自己充充电，才能用情热爱百姓，用
力服务农村，用心讲好咱农村的故
事。”自贡中成村镇银行贡井支行负责
人邓敏表示。

“今天，我们把希望种下，明天，大
家一起同心协力将我们支行的知‘农支
农体验田’耕耘施肥，让体验田的庄稼
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大家
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种庄稼的不容
易，领会到‘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通过这种活动，让我们每一个人走进田
间，走近农户，知农支农，更加坚定了我
们的市场定位。”自贡中成村镇银行大
安支行负责人陈菊信心满满。

“我们的市场定位是服务‘三农’，
支持小微，只有知农才能支农。体验田
活动为我们创造了知农的条件，为今后
更好地服务三农打下了基础。”自贡中
成村镇银行荣县支行负责人赖燕婷如
是说。

“支农一定要先知农，村行的市场
定位不变，作为村行的员工要在知农的
基础上再来支农，就会出更多成果，提
高支农效率。了解农户情况，做到‘心
中有数’，才能谋划支农具体方案，为农
户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自贡中成村
镇银行长山支行负责人张波表示。

“寒风飒爽劳作田间，感受从未有
过的新鲜体验。农耕是传承了几千年

的文明，大家亲身感受了‘汗滴禾下土’
的场景。在这一刻，大家充满了力量，
这是亲近大地的力量。通过这样的活
动亲近了村民，助力乡村振兴。”自贡中
成村镇银行自流井支行客户经理赵慧
满脸兴奋。

“自贡村行秉承打造有温度、有情
怀的银行，此次我行打造‘知农支农体
验田’，在这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

‘三水’精神，我们需要努力奋斗，才能
收获成果。在新的奋斗年代里，我们忆
苦思甜，来让自己的奋斗更幸福，更激
情，更持久。”自贡中成村镇银行富顺支
行客户经理廖健坚定地表示。

只有知农，才会支农。本次活动不
仅得到了当地村民的一片赞扬，也将自
贡中成村镇银行员工的实践与业务有
机结合，不仅让全体员工参与到劳动生
产工作中，提升员工知农情、明农事、识
农时的“三农”服务能力，更好地投身农
村金融服务，也为今后自贡中成村镇银
行在农村市场进一步发展客户奠定了
基础。

自贡中成村镇银行董事长兼行长
谢贤宇表示：“下一步，我行将始终保持
支农支小初心，持续体现村镇银行差异
化服务特点，深耕农村市场，大力发展
普惠金融业务，深刻洞悉知农支农，支
持‘三农’，全力助推乡村振兴，为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中成力量’。”

只有只有 才会才会
——自贡中成村镇银行“知农支农体验田”启动耕种

□ 本报记者 伍洪

自成立以来，贵州长顺富民村镇
银行秉承立行宗旨，始终以“三农”为
主要服务对象，以小微企业及个体工
商户为服务重点，立足县域，践行普惠
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新国发 2号文件出台后，我们长
顺行及时组织了学习，悟透文件精神，
把文件精神与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
农’和乡村振兴相结合，努力在开创百
姓富、生态美的多彩长顺新征程中贡
献富民力量。”在采访中，该行董事长

唐为利向记者介绍道。“作为立足支农
支小、立足普惠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
下一阶段，我们要结合新国发2号文件
精神，对内要强基固本守好主责主业，
提质增效提升发展质量，对外要全力
抓好文件落实，我们将大力推进以下
工作举措，努力争当长顺乡村振兴时
期的普惠金融生力军。”

深化普惠金融全覆盖

助力农民发展助力农民发展增收增收

该行将深入农村地区开展普惠扫

码授信活动，以普惠全流程科技平台
为支撑，通过与政府搭建平台、金融骨
干下乡、联络员聘任、联评走访等方
式，深入村居做广普惠授信覆盖面，全
面建立农户家庭信息档案；进一步完
善面向农户的数字化产品，通过数据
模型设定，实现快速授信额度反馈；大
力推广全流程线上快速办贷，提升办
贷服务效率，打通全县金融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

拓宽资金拓宽资金

来源渠道强化信贷总量保障来源渠道强化信贷总量保障

该行将加大存款组织力度，立足
独立法人实际，努力实现自身存贷业
务均衡发展，不断提升自身流动性管
理能力；积极争取同业存单发行资格，
争取加入银行间市场，合理利用市场
资金；与发起行合作，积极探索支农支
小信贷资产流转和信贷资产证券化渠
道，拓宽业务空间。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金融服务力度不减确保金融服务力度不减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金融
支持力度不减，该行加大对长顺县脱
贫人口的信贷支持，突出对重点人
群的支持，减少贷款审批环节，简化
贷款审批手续，降低贷款利率，有效
提升对脱贫人口创业资金的支持力
度；履行长顺本土金融机构社会责
任，开展结对帮扶，安排专项资金助
力项目增收、就业增收等；联合县政
府有关部门，对有劳动能力的低收
入人员，实施开发式精准帮扶，帮助
其增收致富。

推动推动““党建党建++金融金融””

深化金融深化金融““红色红色””内涵内涵

该 行 将 推 动 党 支 部 与 地 方 村
（社区）党支部建立“党建联盟”，以
开展党建共建、人才共育、活动联
办、资源共享等形式，共同打造坚
实的“红色堡垒”，积极探索建立业
务合作平台、创新联动平台、社区
银行服务平台、在外乡贤返乡对接
平台等联盟机制，把更多的金融资
源配置到服务乡村振兴、支持辖内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

优化网点布局优化网点布局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该行将加快完善网点、便民金
融服务点、移动上门服务相结合的
服务体系，适应“三农”转型发展和
乡村振兴的需要，加快金融服务点
建设，丰富完善金融服务和民生服
务内容，延伸金融服务半径；大力
推广以移动终端机、丰收互联、普
惠全流程系统、网格化管理系统及
移动展业平台为载体的移动上门服
务，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
可得性。

最后，唐为利补充道：“虽然长顺
县人口较少、经济发展偏弱、金融市
场不大，但我相信，只要坚守好自己
的经营定位，深耕细耘普惠金融沃
土，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具有长顺富民
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也能为助
力长顺县社会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
力量。”

长顺富民村镇银行董事长唐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