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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县农商银银行这1000万元贷款
可真是‘及时雨’啊，合作社‘活’了。”日
前，湖北鑫榄源油橄榄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朱谨艳高兴地向笔者说道。

该公司是湖北十堰市郧阳区油橄
榄种植加工为一体的龙头企业，前不
久，该公司及与之关联的合作社出现了
资金困难，正当企业发展举步维艰之
时，恰逢郧县农商银行开展了“百名客
户经理进万企”专项服务，在了解到该
公司的情况后，该行立即开展贷前调查
等流程工作，并成功向该公司发放了
1000万元贷款，解决了该公司的“急难
愁盼”。

此次专项服务活动，是郧县农商
银行为精准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提
高小微企业融资满意度而进行的，通
过短信、电话、微信、实地走访等线上

线下方式对接郧阳区纳税信用评级 B
级以上的小微企业，为其提供融资需
求、账户开立、工资代发等金融服务。
在对接上，该行努力做到“三个精准”，
对全辖企业进行分类，精准确定对接
对象，专人专户对接，专项制定融资方
案；重点围绕城区商贸（超市、建材、餐
饮、服务业）、农业产业化企业、新型经
营主体等开展对接；创新推出了“郧阳
惠农贷”“油橄槛贷”等郧阳专属信贷
产品，同时，依托“荆楚小康贷”微贷集
合作业平台，“人码合一”金融服务平
台，“金融村官”派驻制等手段，把“税 e
贷”“福商贷”“周转融”“农担贷”“福农
贷”“福民贷”“福 e贷”等信贷产品送到
企业手上。截至 5月 8日，该行已累计
向当地小微企业、合作社投放贷款 36.8
亿元。 朱江

郧县农商银行

开展“百名客户经理进万企”活动

通化农商银行通化农商银行

将惠企利民政策落到实处将惠企利民政策落到实处

近日，吉林通化农商银行班子成员
及信贷部门负责人深入辖内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面对面”“零距离”与企业负责人
交流，问需求、讲政策、解疑惑。在走访
企业的过程中，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有效押品不足、担保方式单一的问题，
该行积极推广“吉农担——阳光贷”等
创新贷款产品，并利用“银行+保险公
司+第三方监管”等多渠道创新融资担
保模式，将惠企利民政策落到实处。截
至目前，该行共发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贷款1.44亿元。 张海洋

宜春农商银行宜春农商银行

推出推出““百福百福··青创贷青创贷””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青年创
业就业，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江西宜春农商银行积极响应江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强化升级“银团协
作”模式，近日，宜春农商银行与宜春市就
业创业服务中心、宜春市融资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共青团宜春市委签订了“青创
贷”四方战略合作协议；面向广大青年团
体，该行正式推出“百福·青创贷”，助力
青年创业就业。

据悉，“青创贷”主要针对45周岁以
下的创业青年，个人最高授信额度30万
元、企业最高授信300万元的贴息贷款，
该产品具有申请流程简便、贴息模式更
优，担保形式灵活多样等优势，能够让有
资金需求的创业青年及时、便利地享受政
策红利，缓解青年创业“融资难、融资贵”
等问题。 石莎莎

临漳县农信联社临漳县农信联社

保障农业生产资金需求保障农业生产资金需求

今年以来，河北省临漳县农信联社
精准把握农户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以“银
行+公司+农户”的方式，通过与上游农
资供应商开展贷款合作，由农资供应商
为购买农资困难的农户提供担保，以达
成从供应商源头上批量获取潜在农户信
息，保障农业生产资金需求，不误农时。

辖内张某是一名山药种植户，原计
划今年扩大种植面积，却因地价上涨造
成资金短缺，暂时无法足额支付订购的
某农资有限公司农药化肥款项。该联社
与某农资有限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在
得知情况后，该联社第一时间与张某进
行对接，主动为其“送资金、送政策、送服
务”，仅用两天时间就为张某发放了“助
农宝”20万元，解决了其资金难题。

宋小玉

博爱农商银行博爱农商银行

解决合作社资金难题解决合作社资金难题

“太感谢你们了，这下我终于可以睡
个安稳觉了”。日前，河南省博爱县某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激动地向博爱农商银行
员工说道。该合作社是一家食品制造企
业，受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该合
作社流动资金出现困难。博爱农商银行
阳庙支行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主动与
其沟通对接，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简化
办贷流程，仅用3天时间就为其发放了6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解决了该合作社的
燃眉之急。近年来，博爱农商银行持续
提升民营和小微企业服务质效，不断加
大信贷投放力度，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
了强大金融活力。 杨英杰 徐天超

筑梦希望的田野筑梦希望的田野
——江油农商银行江油农商银行““贷贷””动粮食动粮食““稳产保供稳产保供””

今年以来，山西省陵川县农信联社
充分发挥“乡村振兴主办银行”的优势，
坚持把兴农富农作为业务经营工作的
出发点、立足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当
地特色产业，不断创新信贷产品，完善
服务机制，支持了一大批特色农业产
业，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该联社党委与各乡镇党委、基层网
点党支部与各村党支部、基层网点党员
与各村党员结对实行三级党建共创，通
过金融服务站、金融大讲堂、乡村振兴
金融服务队、大力推进“整村授信”，全
方位助力乡村振兴；积极推广“再贷款+

政府性融资担保”“再贷款+脱贫人口小
额信贷”“再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
款”等一系列创新模式，优化优惠资金
投入方式，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量身订
制“农户通”“诚易贷”“保易贷”“抵易
贷”“林权贷”“景区贷”“民宿贷”等创
新产品，最大限度满足涉农小微企业

“短、小、散、急”融资特点。
该联社还以“百村百院”为载体，推

广“民宿贷”“农家乐贷”等产品，为浙
水、松庙、丈河等“太行一号”沿线近400
户特色康养村农户发放贷款超过 8500
万元。 杨潮 和钰惠 中秋

陵川县农信联社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家住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莲湖
乡毛家村的村民毛训平，过去是一名
地地道道的渔民，同时经营了一家渔
具厂，依靠捕鱼业及附属行业发家致
富，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很富足。在
鄱阳湖禁渔十年政策实施后，原本的
捕鱼业已成为历史，其经营的渔具厂
面临着货物囤积无法出售、原本订单
撤销、资金无法回笼的困境。为寻找
新的出路，在他苦思冥想之时，一次偶
然的机会，在鄱阳农商银行莲湖支行
营业外厅的墙面上，看见了一张贷款
宣传海报以及客户经理的联系方式，

他便默默地记录在手机里。晚上回到
家，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拨通了电话，
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及未来的想法。

第二天，鄱阳农商银行莲湖支行
行长及客户经理来到毛训平家中，了
解到他当前想开一家购物超市，为他
推荐了“诚商信贷通”这款信贷产品，
给他带来了新希望。鄱阳农商银行
莲湖支行在做好贷款准入和实地调
查后，迅速进入贷款流程，为毛训平
授信 50万元用于经营购物超市，为他
转业的第一步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
支持。购物超市在毛训平的经营之

下，销售量稳步上升，经营收入不仅
弥补了之前的资金缺口，在经济收入
持续稳定的同时，他还承包了 200 亩
农田，用于种植芡实，目前经营稳健，
收入可观。

面对鄱阳湖十年禁渔政策，为积
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方针政策，近年来，
鄱阳农商银行积极帮助莲湖乡、双港
乡、团林乡、珠湖乡等乡镇一大批渔民
实现产业转移，为他们的创业提供强
有力的金融支持，积极践行地方金融
机构主力军的职责。 王阳平

鄱阳农商银行发放“诚商信贷通”帮助渔民转产就业

“以前我们农民想借钱，因为怕麻
烦只能和亲戚们借，如今获得了通榆农
商银行的授信备用金，如果有需要，马
上就能到账，真是感觉像做梦一样。”日
前，吉林省通榆县长发村王大爷兴奋地
向笔者说道。

“整村授信”，核心是以信用评定授
信额度，把村民的信用变成资产，解决
无有效抵押物的融资难题，提升金融服
务的覆盖性和可得性。为进一步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着力解决农户

“贷款难”“放款慢”的问题，通榆农商银
行依托“整村授信”，全面推进信用村工
程建设。截至目前，该行各项贷款余额
28.07 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25.9 亿
元，累计为全辖 184个行政村完成了预
授信，预授信额度 23.67亿元，完成建档
农户2.29万户。

工作中，该行制定了《通榆农商行

“整村授信”推进工作的方案》，对各支
行系统内已评级授信客户纸质资料整
理工作及系统内资料完整性、真实性
进行严格验收，进一步查找工作中存
在的缺陷和不足，充分调动员工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逐步提升和夯实信贷
管理基础工作；充分利用网点覆盖面
广的优势，依靠网点电视屏、微信朋友
圈、微信公众号和宣传折页等多种手
段，大力宣传“整村授信”成本低、效
率高的优势；开辟“绿色通道”，主动
对接农户，为农户配备专职“金融顾
问”，积极推进“整村授信”的 PAD 端
放款模式，采用线上审批、实时放款，
简化办贷手续，实现贷款“零延迟”，
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申贷，增加
了客户的用信体验度，打通了金融支
农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了金融
服务乡村水平。 李春迪

通榆农商银行

“整村授信”助力乡村振兴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立
夏刚过，笔者一行走进四川省江油市
永胜镇优质粮油现代农业园区，一望
无际的麦田里金浪翻卷，连绵起伏。
江油农商银行永胜支行的工作人员正
穿梭于田间地头，走访对接粮食种植
大户，做好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实地
考察工作，为资金周转不便的客户送
去金融“及时雨”。

“过去，夏收是农民最辛苦的时候，
农户们用镰刀进行收割，我这每天用工
300多人。而现在，都是收割机和插秧
机在作业，只需20多人，耕、种、防、收、
制全程机械化。仅我这个合作社，目前
就买了 6 台大型收割机，一台 20 多万
元。就拿油菜收割来说，现在一台机器
一天能收个 70 亩至 80 亩，顶过去 100
多人还多。过去靠人工收割，一个人一
天顶多收 5分田，我这今年种了 500多
亩油菜，收完油菜就要放水插秧了，今
年支付人工费仅需 20多万元，往年需
要70万元-80万元。这不，刚从江油农
商银行贷了 100万元用于支付土地流
转费和人工费等。”在四川省江油市永
胜镇优质粮油现代农业园区的油菜田
收割现场，笔者一行偶遇江油市维农农
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开莲。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光
肥料一吨就涨了 1000多元。说实话，
资金周转还是有点费劲。现在有了江

油农商银行的支持，我们资金的问题
不用发愁了。”在一旁，张开莲英气干
练的妻子文丽接过话题。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近年来，江
油农商银行立足于江油市农业产业实
际，将特色信贷产品和个性化金融服务
不断向粮食产业倾斜，有效满足了客户
多方位的金融需求，以实际行动为粮食
种植、收储、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条提
供金融服务，有效“贷”动地方粮食“稳
产保供”。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发放
各类支持粮食产业贷款4.08亿元。

张开莲是江油市乡村振兴优秀带头
人，1996年开始从事农田机耕作业，2012
年，张开莲联合彰明、东兴等乡镇的11名
农机手以自己家车库为基地，成立江油市
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截至目前，该合作
社有设备操作机手162人，各类大、中、小
型农业机械设备218套，烘干机4台，大米
成套加工设备1套，该合作社先后被评为
江油市“十佳农民专业合作社”“优秀农民
专合组织”“绵阳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四川省农机合作社省级示范社”“全
国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等称号。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很多像张开
莲这样的优秀人才怀揣梦想，返乡创
业，成为农业产业的带头人、农业技术
的行家里手、乡村振兴的主攻手，他们
就像一把把金钥匙，打开了江油乡村
振兴的大门。

“永胜镇有农业人口 4.2 万人，基
本上完成了‘整村授信’全覆盖，目前
已经开通3.9万张社保卡，都是通过江
油农商银行发放的。根据总行规划，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粮油产业支持力
度，扎实做好涉农企业的‘金融后盾’，
助力百姓守稳‘米袋子’，为乡村振兴、
农民致富筑牢基本盘，展现地方主力
军银行的担当与作为。”江油农商银行
永胜支行行长王清如是说。

近年来，江油农商银行坚守服务
三农初心，以绵阳市委、市政府实施

“中国好粮油”行动为契机，按照“稳字
当头、扩面增产”的工作要求，深入贯
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
助力乡村振兴为抓手，切实抓好惠农强
农政策落实，始终把支持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把稳定粮食生产作
为首要任务，助推优质粮油区域结构调
整、粮油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建设，助
力当地粮食产业稳健提升。该行在粮
食产业链上下游客户上做文章，为优质
粮油基地从事农机作业、土地耕种等的
客户粮食种植、收购、存储、加工、销售
等经营活动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助其在
基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品种特色化、
经营产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越走
越宽广。截至目前，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88.81 亿元，今年累计投放涉农贷款
30.15亿元。 任朝政 惠志伟

日前，笔者走进浙江兰溪市黄店镇
佳泽坞村的蜜梨基地，一排排梨树的枝
头挂满了果子，长势喜人。“预计今年产
量在5万公斤以上。”该村村委会副主任
卢贵良兴奋地向笔者说：“很感谢兰溪
农商银行的支持，解决了村集体发展的
资金缺口问题。”

黄店镇佳泽坞村是省重点扶贫村，
山地居多、交通不便。为了带领村民致
富，该村利用110多亩闲置集体土地，种
植了3500棵“翠玉”蜜梨。2018年，蜜梨
初次结果，第一年小试牛刀就卖了5000
斤，村集体一下子进账 5万元。“硕大爽
口的果实远远超出了村民们心中的预
期，我们村干部对做好蜜梨产业的信心
也就更足了。”卢贵良说。为了让更多
的人品尝到山沟沟里的蜜梨，他们与兰

溪农商银行对接，通过“富村贷”获得50
余万元信贷资金，而这笔贷款也为佳泽
坞村蜜梨基地建设带来实质性进展。

有了充足的资金做“后援”，这两年
蜜梨的产量、品质均稳步提升，销量越
来越好，佳泽坞村也从曾经的穷山沟，
变成了蜜梨产业特色村，村集体收入达
30余万元，带动全村 60%农户共同参与
蜜梨种植，形成了“龙头企业+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模式，成功带领村民致富增
收，让“小果子”变成了“大产业”，每年
为村里带来不菲的村集体收入。

截至目前，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
兰溪农商银行已为253个村集体发放富
村贷 1.71亿元，覆盖面达到 100%，以金
融赋能，“贷”动乡村振兴，“贷”动共同
富裕。 徐家昱

“没想到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贷款
资金就到账了，线上跑批当场出额度，跑
出来了贷款‘加速度’啊，随用随贷，真是
太方便了，这样我就再也不用为临时性的
周转资金发愁了！”日前，安徽省望江县凉
泉乡横山村先进组养殖户史义红激动地
向望江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曹阳说道。

据了解，史义红从最初的十几头猪
仔到现在的两千多头聚集圈养，他已从
事生猪养殖行业12年了，随着这些年规
模的不断扩大，养殖成本也在直线飙
升，随之周转资金也出现困难。“你看这
两千多头猪仔在哼哧哼哧地叫个不停，
它们又在要吃的呢，这每天的饲料啊都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史义红介绍说。

望江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曹阳在了

解到史义红经营情况后，立即为其申请
办理了该行新推出的产品——“金农农
e贷”，并通过随身携带的“金农 e助手”
现场采集数据，手机银行线上申请，当
场10万元的贷款便快速到账。于是，便
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史义红对该行热情
高效的办贷服务表示感谢。

“金农农e贷”是望江农商银行向农
村地区客户发放一定额度的纯信用线
上贷款产品。该款产品适用于支持家
庭消费和生产经营，客户可通过手机银
行、“金农云店”等多渠道发起线上申
请，系统自动受理审批，线上自主签约，
放款、还款客户自主一键操作。2022年
以来，该行累计发放“金农农 e贷”2277
笔，授信金额1.48亿元。 韩亮

望江农商银行

创新“金农农e贷”产品

为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优化信贷服务流程、提升信贷服务水平，近日，山西省文水县农信联社开展了集
中走访营销活动。活动中，该联社组织辖内各网点开展营销大比拼，由班子成员带队，走街串巷，深入企业、社区，

“拿汗水换数据，用路程量业绩”，以“了解你的客户”为出发点，精准挖掘客户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个性化、差异化
的服务方案，解决客户融资难题，深受客户好评。图为该联社工作人员向客户了解资金需求情况。 赵人茂

兰溪农商银行

金融赋能村集体经济发展

中行 之窗

□ 本报记者 霍云鹏 通讯员 张馨

“云鱼谷”是云南省宜良县委、县
政府 2021年谋划的通过发展土著鱼
产业，拉动当地文旅产业的项目。由
于项目运营方云南某养殖有限责任
公司将大部分自有资金用于养殖基
地设施设备的更新改造，导致日常经
营采购鱼苗的流动资金产生缺口。
中国银行云南分行辖属支行得知此
情况后，立即上报管辖行，第一时间
成立专项调研小组到该公司进行现
场调查，上下联动，开通“绿色审批通
道”，在一周的时间内成功为该公司
投放 6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确保了
宜良县发展土著鱼产业项目的顺利
推进。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高原地区，
由于其独特的地势构造，形成了区别

于其他地区的农业种植气候。发展
高原特色农业，已成为当地农户的致
富产业。洱源县右所镇和宾川县力
角镇为当地传统粮食作物种植的重
点区域，但当地以旱地、山地为主，土
壤肥力、蓄水能力较差，高标准农田
的建设和农村地区耕地占补平衡项
目实施迫在眉睫。为此，大理州政府
出台了《大理州补充耕地三年行动计
划（2020-2022）实施方案》，确保新增
耕地不撂荒、弃荒，防止新增耕地非
粮化和非农化。2022年初，启动了新
增流转耕地农作物栽种工作的大理
某农业公司急需贷款资金用于支付
土地流转费用，获悉该情况后，中国
银行大理分行客户经理及时上门对
接，现场调查，为企业制定普惠金融
服务方案，省分行启动“绿色”审批流
程，前、中、后台一体化协同作业，在5

个工作日内迅速完成了授信审批、合
同及法律文本签署等全部流程，为企
业报批及投放贷款资金 1000 万元，
有效支持当地农村地区耕地占补平
衡，新增农耕地3800余亩。

“感谢中行的贷款支持，第一时
间想到的就是中行的优质服务。”望
着基地内 8000 余亩的苹果渐渐变
红，又是一个丰收年，赵总喜上眉梢，
拨通了中国银行大理分行客户经理
的电话。前不久，赵总的农林发展公
司出现了日常运营资金困难，直接影
响农民工工资发放和果树的养护，大
理分行客户经理在实地调查公司情
况后，向企业推荐“中银企E贷·抵押
贷”。该笔贷款当月获批并提用，解
决了企业燃眉之急。

这些典型案例是中国银行云
南分行众多金融全面服务乡村振兴

事例的缩影。2022年初，中国银行云
南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加挂“乡村振
兴金融部”牌子，推进全辖乡村振兴
工作。该行发力县域金融，将辖属宜
良支行定位为县域金融特色试点行，
以县城为中心，探索场景化、特色化
县域金融服务模式的同时，根据云南
地理特色，围绕农、林、牧、渔、涉农、
县域、核心企业等板块，深入企业和
相关部门调研，细分服务乡村振兴的
子场景，开展“政银企”三方对接活
动，因地制宜推出“鲜花贷”“惠如愿”
等系列产品。同时，该行依托线下

“传统金融服务+线上中银企E贷”双
核驱动，持续推动与省农业龙头企
业、特色农业企业等优质客户和重点
项目对接，加大普惠金融对涉农特色
产业精准服务力度，打通农村金融服
务“最后一公里”。

中国银行云南分行围绕特色产业

优化金融服务 推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