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
编辑：王静华 2022年4月12日 E-mail：zhgnxb@126.com88 农业农村部 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春耕备耕专项行动系列报道·中国银行篇

编者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
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国银行切实履行国有大行责任担当，把握三农金
融需求，精准施策，搭建起“总行重点突破，分行特色先行”产品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及乡村特
色产业力度，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坚持“一地一产品、一
行一特色”拉长“洋芋蛋”产业链，青海省分行支持有机肥产业生产，重庆梁平支行牵“龙头”、保粮仓以及松阳县支
行支持特色产业发展，饶阳支行构建金融生态圈，窥一斑而知全豹，展现出了中国银行通过组织落实、机制建设、产品
创新、开展金融支持春耕备耕的风采。

□本报记者徐道红杨飞通讯员冶明红

高原的春天来得晚，走得急。针
对此特点，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金融
助备耕从支持绿色肥料企业入手。青
海畜牧业资源丰富，为推进青海有机
肥行业健康快速发展，2021年青海分
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金融部）
在对青海有机肥行业进行多方位整体
分析的同时，制定出金融服务有机肥
行业情景分析报告，推出创新产品及
服务模式和方式，为全省有机肥行业
多场景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以及规范、
系统的指导性意见，不但有利于有机
肥企业了解行业情况，而且还加速了
金融服务行业进度。

2020 年 8 月成立的化隆绿沃有
机肥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生物有机肥、
有机与无机复混肥等肥料。该公司
成立时间虽短，但拥有独特的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工艺技术解决了企业
新建初期燃眉之急，中国银行青海
分行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加
快项目审批，2020年 10月首次授信给
予 400 万元资金支持，2021 年末企业
正式投入实际生产运营，随即为企业
续贷 400 万元。“没想到，我们新成立

两个月的公司也能如此之快在中国银
行获得融资，而且还能继续合作，真是
高效便捷。”企业法人在收到融资款后
高兴地说道，“这笔款就是我们的希
望，这样就能尽快加大有机肥的生产，
投入春季销售了。”据悉，截至 3 月中
旬，青海分行支持有机肥生产资金达
2050万元。

青海分行金融助力春耕坚持走
普惠金融之路，摸索打通助力春耕备
耕的金融供给梗阻，依据中国银行总
行制定的《信贷工厂“中银惠农通宝”
服务方案》，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
借助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推出“乡
村振兴致富贷-中银企 E 贷·惠农
贷”，向农业经营主体推出“惠如愿·
新农通”产品，提供线上化信贷服务；
积极推行“需求早调查、授信早核定、
资金早筹措、计划早安排、贷款早投
放”措施，对于春耕备耕等涉农行业
的客户设立绿色通道，优先开展尽
责、审批，优先授信，对于春耕备耕等
涉农企业的小微企业给予年利率
4.0%-4.1%优惠利率，抵押登记费和
押品评估费均由银行承担，对出现还
款困难的企业给予“接力通宝”（针对
流动资金贷款到期后仍有融资需求，

又临时存在资金困难的企业提供的
流动资金贷款）等无还本续贷，缓解
企业资金压力，支持企业备战春耕备
耕。截至 3 月中旬，青海分行金融支
持春耕资金达 4650万元。

据了解，近几年，中国银行青海
分行着眼于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积极
对接政府部门和担保机构，建立了农
业农村信息共享机制，形成“银政
企”三方有效沟通协作机制，将乡村
振兴指标纳入银行机构及主要负责
人绩效考核，强化各营业机构推进涉
农、帮扶业务的发展力度，加大普惠
型涉农贷款的考核，省分行领导带队
深入省内县域开展“普惠金融县域
行”系列活动，以普惠金融助力乡村
振兴，推出“惠农通宝”“枸杞贷”“惠
如愿·新农通”等助农贷产品，为乡
村旅游、菜籽加工、牛羊养殖、枸杞
种植、拉面等地区特色产业提供金融
服务和信贷支持。为持续提供金融

“活水”，青海分行加强县域机构建
设，已在海南州、海北州、海西州和
格尔木市设立机构，2025 年之前，在
全辖打造 25 家普惠金融特色网点，7
家乡村振兴特色网点，1 家科技金融
特色网点。

□ 本报记者 徐广昊

浙江省松阳县是全国有名的茶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县有 40%的人口
从事茶产业，50%的农民收入来自茶产
业，60%的农业产值来自茶产业。中行
松阳县支行因地制宜，打造优质服务，创
新金融产品，全心助力当地茶产业发展，
保障广大茶农增收致富。该行自开展春
耕备耕工作以来，茶产业链贷款累计投
放已逾3亿元，确保春耕备耕不误农时。

走村入户
深入茶园服务春耕备耕

“因为各种问题，我们加工户不敢
扩大规模，在茶叶旺季，最怕的就是资
金短缺。”前些天，松阳县新兴镇上安村
村民老李在村里遇到前来走访的中行

“茶乡先锋党团服务队”焦虑地反映
道。原来，老李的茶厂今年新增了订
单，但因缺少茶青收购资金正愁闷着。

“您放心，只要符合条件，我们会支
持的。”中行肯定地回答给老李吃了一
颗“定心丸”。服务队成员随即前往他

的茶厂了解相关情况，返回银行后又马
上将收集的资料录入系统审核。当天，
50万元贷款随即到账，切实帮他解决了
燃眉之急。

老李办贷只是中行松阳支行金融
服务春耕备耕工作的一个缩影。今春，
因为受阴雨低温天气的持续影响，新茶
采摘比往年推迟了半个多月，茶叶价格
也上涨了 10%以上。为抢农时，中行松
阳支行专门成立了“茶乡先锋党团服务
队”，队员们积极主动走村串户，深入茶
园、茶厂了解信贷需求情况，大力做好
春耕备耕金融服务工作。通过“白名单
准入+线上提款”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和
户均授信额度，降低授信准入门槛，下
调贷款利率，有效保障茶农、茶商、茶厂
在春耕备耕期间的资金需求。

“中行服务态度好，工作效率高，贷
款利息还很低，真的为我们解决了大问
题。”老李对中行赞不绝口。现在他不
仅给该行当起了“宣传大使”，还主动帮
忙介绍客户。

该行行长朱文伟告诉记者，为更好
地助力春耕备耕，该行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和资金，优化金融产品，简化操作
流程，降低贷款利率，切实解决茶农、茶
商及茶厂的融资问题。

创新产品

打造新模式助力春耕备耕

据了解，松阳县现有茶叶种植面积
逾12万亩，位于县城的浙南茶叶市场里
常驻 4000多名茶商。2021年市场完成
茶叶交易逾8万吨，金额超62亿元。在
巨量的茶叶种植和庞大的市场交易中，
茶农、茶商、茶厂都需要金融服务的支
持。但是，想要获得贷款并不容易，没有
抵押、没有担保，贷款从何处来？春耕备
耕怎么保障？产业如何做大做强？

2012年，在松阳县政府牵头下，当地
有关部门积极推动茶叶质量溯源系统建
设工作，中行松阳支行具体负责系统的
开发与维护。经过近10年的开发迭代，
该行已在当地打造了特色茶产业生态场
景，以科技手段构建了一个从农资采购
源头到茶青收购，再到加工销售的“种产
供销”一体化茶产业金融生态圈。

2013年，松阳支行推出“茶艺通宝”，

成为全省首款立足于松阳茶产业的贷款
产品。但“茶艺通宝”主要是线下办理，
手续麻烦。2019年，在总行和浙江省分
行的支持下，该行开发出“茶商E贷”，其
贷款功能嵌入茶叶质量溯源平台内，以
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完善产业融资，搭
建起资金闭环运行金融生态圈。据悉，

“茶商E贷”是利用区块链技术融合茶叶
质量溯源平台内多维度信息，实现贷款
发起、审批、发放全流程在线操作，便捷、
高效地满足客户在茶叶种植、加工及销
售过程中正常资金需求的无担保特色个
人经营贷款产品，产品具有业务场景创
新、授信模式创新、技术手段创新、还款
方式创新等特点，客户可在线发起申请，
模型自动审批，客户经理完成线下复核，
客户在线确认，整个流程最快半小时就
可完成，融资速度得到快速提升。该产
品的推出，开创了全国中行系统内首个
全流程线上操作贷款模式。受新冠疫情
影响，不少茶叶客户面临资金回笼慢等
问题，“茶商E贷”及时帮助他们渡过了
难关。截至目前，该产品累计投放 795
笔，投放金额1.62亿元。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开通“绿色通道”

下气力助备耕 多举措促春耕

中国银行松阳县支行创新金融产品

因地制宜开创服务春耕备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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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海涛

马铃薯，在陕北，人们亲切地把它叫做“洋
芋蛋”。就是这普普通通的小小“洋芋蛋”，近
年来却成为群众致富的金疙瘩，也成为中
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等金融机构推动强
化农村特色产业链，打通支农金融
服务纵深的有效“切口”。

春耕时节，陕北榆林定边
县白泥镇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张东生种植马铃薯320亩，产
量约 128吨，是一个较大的马铃
薯种植户。中国银行定边县支行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中行先后为5家
种植马铃薯的农户和一家合作社提供了
共 100 万元信用贷款，为一家马铃薯加工企业
提供了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定边县位于陕西省西北部榆林市最西端，气候等自然条件
有利于马铃薯生长。县域内马铃薯常年种植面积130万亩左
右，规模产量大约以平均每年10万吨增长，产值近20亿元。全
县农民来自马铃薯的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0%左右，
目前马铃薯产业已成为全县农业第一大主导产业。

据介绍，定边县马铃薯产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合作
产业链。定边县是陕西、宁夏、甘肃、湖南等地主要的种薯
供应地，建成大型物流园区交易市场 1处，建成淀粉加工企
业 2 家，全粉加工企业 1 家，商品薯畅销广州、武汉以及湖
南、山东、上海、河南等26个省市。

中行定边支行杨明利介绍，根据分行部署，结合定边县得
天独厚的马铃薯生产优势，从马铃薯产业入手，白泥井镇作为
定边县最大的马铃薯生产基地，多次走访企业、合作社和农户，
实地考察马铃薯生产和加工情况，先后为5家种植马铃薯的农
户和一家合作社提供了共100万元信用贷款，为一家马铃薯加
工企业(金中昌信)提供了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杨明利说，虽然没有文件把这个产品叫“马铃薯产业
贷”，但群众认可，得了实惠，“洋芋贷”叫响了也是可以的。

近年来，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针对陕西各地特色农业产
业情况累计推出17款乡村振兴特色产品，2021年苹果产业贷
款投放19289万元，花椒产业贷款投放2190万元，猕猴桃产
业贷款投放700万元，小米产业贷款投放680万元，种业贷款
投放600万元，木耳产业贷款投放470万元；个金条线椒商贷
投放9758万元、果商贷投放5270万元、猕猴桃贷投放3881万
元、辣椒贷投放1700万元、元胡贷投放1397万元、酥梨贷投放
300万元，形成“一县一品”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品牌。

据了解，中行陕西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2021年12月
深入榆林实地调研和考察，聚焦当地四大主导特色农业产
业（苹果、蔬菜、马铃薯、羊），寻找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纵深的
有效路径和“切口”。

陕西金中昌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榆林定边马铃薯产
业代表企业，是国内首家专业从事马铃薯全粉以及马铃薯
主食化产品制造的民营企业，目前致力于打造马铃薯“种
植-加工-销售”产业链。该企业每年能带动 200余户农民
通过马铃薯种植增加收入，是推动当地马铃薯产业转型升
级、带动相关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实现合作产业链延伸和
金融服务纵深的关键。

今年初，“金中昌信”在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需要增
加流动资金以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中行榆林分行及辖属定
边县支行及时上门与企业对接，中行陕西省行普惠金融事
业部在实地调研、综合研判、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向其依
规提供金融保障，发放了贷款。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银行是他们到陕北投
资建设以来第一家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的银行，是春耕时节的“及时雨”。

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以陕西各地的特色农产品为对象和有效服务“切口”，
着力推动形成产业链，完成金融服务纵深，因地制宜推出了17款乡村振兴特色
产品，覆盖苹果、花椒、猕猴桃、小米、木耳、辣椒、元胡、酥梨等各地特色农业产
业，实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纵深与有效覆盖，加强和延伸了合作产业链，以“洋
芋贷”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产业贷款成为陕西金融支农服务的亮点。

□本报记者伍洪通讯员戴嫄媛雷银银

重庆市梁平区素有“渝东粮仓”之
称，在此生态涵养区内金灿灿的油菜花
和迎春花竞相绽放，地面平整、稻田蓄水
功能强的梁平区安胜镇吸引了大批种植
大户及稻谷加工企业来此承包土地，用
于种植水稻，水田中忙碌除草、施肥的村
民身影给乡村带来了勃勃生机，好一幅

“人勤春来早”的初春画面。
2001年成立的梁平区瑞丰米业有限

公司（以下称：瑞丰米业）是专业致力于优
质水稻种植、储存、大米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产业化公司，是“重庆市农业产业化市级
龙头企业”“重庆市农业综合开发重点龙头
企业”“重庆市放心粮油龙头加工企业”“军
粮定点加工企业”“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为保障种地农民的利益，瑞丰米业大力发
展订单农业，推行“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先后与梁平区内
10余乡镇村组签约种植与收购订单，在安
胜镇金平村、龙印村等地承包的2300亩土
地建有两个自有优质绿色水稻基地。为更
好地服务合作农户，减轻种田农户的生产
成本，保障大米品质和产量，瑞丰米业将为
签约农户提供谷种及化肥等生产资料。

瑞丰米业因自有稻谷加工厂存货及
垫资较多，春耕期间的谷种及化肥采购
费用出现困难，和服务企业建立经常性
联络机制的中国银行梁平支行第一时间
就得到此信息，主动派人和企业商讨解
决春耕农资资金问题，在企业抵押物不
足值的情况下，根据瑞丰米业是支行存
量授信客户，启用了“抵押+信用”贷款
模式，抵押发放 700万元，300万元信用
获得批复后 3天放款，切实解决了数千
亩水稻的农资保障资金。“非常感谢中国
银行对公司的支持，向我公司发放的
1000万元贷款真是‘及时雨’啊，解决了
我的一个大难题，而且利率还低，给我们
企业减少了不少压力。”望着眼前诺大的
优质粮源供应基地，梁平县瑞丰米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熊总满怀希望。

中国银行重庆梁平支行从机制入手，
及时发现农业企业的困难和需求，用创新
模式解决春耕生产困难，体现了金融人对
乡村振兴的责任，彰显了梁平支行人的睿
智。据悉，为了更好地帮助当地农民做好
春耕备耕工作，自2022年年初以来，中国
银行重庆梁平支行结合当地特色农业，持
续做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积极做好
春耕备耕信贷支持工作，向3户提供1400
万元春耕备耕资金，为2022年粮食和农作
物增产增收注入金融“活水”。

□ 周镇 通讯员 田迈伦

走进河北省饶阳县的田间地头，最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成方连片的“白色
海洋”，大棚一个连着一个排列整齐，饶阳
棚式蔬菜种植面积位居河北省首位，是全
国知名的瓜果蔬菜之乡、京津“大菜园”。

饶阳县全力建设绿色农产品供应
基地，推进减水、减肥、减药标准化科学
栽培模式，全县掀起了新建温室、冷棚
改造、果木林改造转型升级工作。随着
新建或改造大棚进程的推进，农户手中
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越发凸显，中国银
行饶阳支行急农户所急，想菜农所想，
组织人力对蔬菜市场进行了为期一个
月的调研，并进行了菜价走势分析，积
极响应农业农村部开展的“农业经营主
体信贷直通车春耕备耕专项行动”，进
村入户，调查菜农的金融需求。今年 2
月份推出了最长期限 3 年，最高 30 万
元，纯信用的“大棚种植贷”，解决了农
户扩大规模抢抓市场的资金难题，助推
饶阳县政府产业转型升级工作进程。

农时不等人，为让农户抓住稍纵即
逝的市场机遇，将资金送到有切实需
要、信用好的农户手上，中国银行饶阳
支行推出“党建+信用+乡村振兴”信用
贷款场景模式，和村党支部建立信息共
享，依托村党支部，由村党员大会推荐

“信用户”，借力村干部对本村情况熟悉
等优势推进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饶阳县官厅镇段庄村是该县有名
的蔬菜瓜果大棚种植基地之一，近年
来，该村快速布局温室大棚建设。村长
段召阳是该村种植养殖户的带头人，从
事多年种植养殖的段召阳，不但对本村
种植养殖户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对产
业发展走势和行业赢利情况也如数家
珍。饶阳支行在段庄村的工作从段召
阳入手，由他带领银行员工进户、入棚，
用极短的时间准确掌握了本村农户资
金需求和大棚整体利润等数据，随后第
一时间联系村党支部并召开全体党员
大会，快速确定优质授信农户。段召阳
也成为本村“大棚种植贷”信用贷款第
一人。截至2022年3月23日，中国银行
饶阳支行已向该村投放“大棚种植贷”
信用贷款260余万元。中国银行饶阳支
行工作方式得力，产品具有吸引力，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全县确定服务对
象56户，授信620万元。

中国银行饶阳支行坚持深耕饶阳
本地特色经济，通过调研、创新满足本
地主导产业发展产品，给予农户接地气
的信贷政策，切实解决农户的资金困
难，得到了农户和地方政府的认可和肯
定，助推了饶阳蔬菜生产春耕备耕工
作，保障了京津“大菜园”的市场供应。

中国银行重庆梁平支行

牵“龙头”保粮仓

中国银行饶阳县支行

深耕特色经济“贷”动主导产业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韶关分行金融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种植示范基地——韶关丹霞女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助力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冶明红

重庆市梁平区安胜镇农民正重庆市梁平区安胜镇农民正
在稻田里忙碌除草施肥在稻田里忙碌除草施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