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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

建设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

创新信贷产品
支持棉花产业发展

建设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想农户之
所想，急农户之所急，创新推出“棉 e贷”

“疆棉云贷”等特色产品，服务全疆棉花
种植户及小微企业。

“棉 e贷”“疆棉云贷”是建设银行新
疆自治区分行利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平
台整合棉花产业种植、销售等相关生产
数据信息创新推出的全线上自助贷款产
品，自产品上线以来，该行累计投放约
2000户棉花种养植大户和80多个棉花产
业链小微企业，投放金额超过2.8亿元，有
力支持了新疆地区棉花产业发展。

2021年，建设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
涉农贷款余额及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分
别在大型银行中名列前茅，由新疆银保
监局提名、建设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确
定的 3个资金适配性较差县整体存贷比
年初提升了24.08个百分点，在大型银行
中排名第一，受到监管机构的表扬。

下一步，建设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
将扎实做好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各项
工作，用金融力量书写新疆乡村振兴更
美篇章。 孔晨

建设银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分行
“青蟹贷”为水产养殖户纾困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位于珠江出海
口，这里咸淡水资源交汇，有着养殖青蟹
得天独厚的优势。南沙区水产养殖户郑
楠得知南沙将重点打造“南沙青蟹”区域
公用品牌，便承包了几十亩蟹塘，开始在
南沙水产养殖基地凭借“小青蟹”实现自
己的“大梦想”。

郑楠养殖的南沙青蟹有着“壳薄、肉
多、味鲜”的特点，深受市场欢迎。短短
几年，其承包的蟹塘就由几十亩发展到
几百亩，再到现在的上千亩，养殖面积和
销售额更是翻了又翻。

每年2月-3月是养殖资金投入最大
的时候，每到这个时期，郑楠就不得不面
临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我们养殖户没
有抵押品，只能到处找人借钱。还好我
遇见建设银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分行，这
一切变得都不一样了。那天，我到建设
银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分行网点办理业
务，客户经理主动了解情况，答应争取帮
我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

第二天郑楠就接到了建设银行广东
自贸试验区分行的电话，该行工作人员
实地了解了郑楠的蟹塘情况。

没想到，过了一周，建设银行广东自
贸试验区分行就为郑楠提供了创新特色
农产品贷款“青蟹贷”，“短短几天，200万
元企业流动性贷款及 50 余万元个人信
用贷款就发放到我的卡里，有了建设银
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分行的资金护航，上
下游企业的钱付了，工人的工资解决
了，蟹塘的管理问题也迎刃而解了。今
后，我可以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郑楠
激动地说。 陈霜 吴书敏

裕农兴乡裕农兴乡

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善扬智慧之水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善扬智慧之水

让乡村沃野铺展金融服务新画卷让乡村沃野铺展金融服务新画卷

仲夏的黑土地十里稻香、千重豆
浪。在农垦北大荒八五七农场第二管
理区第八作业站，“张富清金融服务队”
的到来让这里格外热闹。“过去我们贷
款都是五户联保，一户还不上，其他人
都要受牵连，个人信用就要受影响。出
去‘抬钱’月息七八厘，有的高达一分
利，我们真的吃不消。建设银行‘农贷’
月息才 4 厘多，利息省了近一半，而且
贷款方式灵活，随用随取，随取随还，工
作人员还亲自指导我们用手机操作，三
分钟钱就到账了！”种粮大户孙立斌亲
身体会到金融科技带来的好处。

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立足服务、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促进产业
振兴为核心，助力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带
动乡村全方位振兴；以金融科技为依托，
以数字化、平台化打法为主要模式，全面
构建“智慧乡村”2.0，明确了“农林牧三
大产业+产供销三类龙头企业+乡村振
兴综合服务平台+城乡一体化综合服
务”的“3+3+1+N”解题思路。目前，该
行已初步建成“全产业+全地域+全场
景+全业态+全方位”乡村振兴综合服务
生态体系，累计投放信贷资金 582.2 亿

元，年均增幅达到90%，带动全省农户融
资成本下降近 4个百分点，有效减轻了
农民负担，为涉农主体节约利息支出10
多亿元，惠及47万农户和近7000家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及涉农小微企业，特别是
2021年-2022年备耕期，信贷投放再创
新高，发放线上涉农贷款240亿元，有效
保障了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数字农业——
专注“舌尖上的一碗好饭”

从“北大荒”到“中华大粮仓”，黑龙江
省一直承担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的重任。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立足自
然资源禀赋，专注金融服务从田间地头到

“舌尖上的一碗好饭”，围绕粮食安全产业
链延伸金融服务链。在农业生产端，引入
9800多家农业投入品经销商和8300多家
POS商户；在农业流通端，与40余家核心
企业合作，为1500余个链条主体提供170
多亿元供应链融资；在农业销售端，向电子
商务平台引入187家企业，交易额达2.15
亿元。同时，依托全场景、全业态、全方位
数字化体系，加深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省
农业投资集团、黑龙江省供销社等三大“产
供销”龙头企业合作，让“数字北大荒”“数
字农投”“数字飞鹤”“数字完达山”“数字大
兴安岭”畅达林海阡陌，满足涉农一二三产
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需求。

“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建设银行
‘龙稻融’新产品，既解决了我们水稻产
业链中企业端因缺乏担保而导致的融资
难、融资贵和授信不足问题，又解决了产
业链上游农户卖粮难的问题。”高氏禾田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高文峰表示。

数字林草——
为守林人“撑腰”

“有了‘龙林快贷’支持，我们集团职
工发展林下经济的劲头更足了！”大兴安
岭林业集团负责人表示。

随着国家实施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
性采伐政策，曾高度依赖林木资源的国
有林场 20万职工创业就业成了社会问
题。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积极探索金
融服务林区转型创新举措，汇集“林人、
林地、林品、林销”等林业大数据，为林区
职工精准画像，以大兴安岭林业集团为
切入点，创新推出“龙林快贷”，改写了林
区职工创业“求贷无门”的历史，为林区
注入了转型发展动力。同时，实施“一区
一策”“一县一品”策略，调动各二级分支
机构主动挖掘并应用市县一级涉农大数
据，实施个性化金融创新，为林下经济从
业者增信授信，支持特色种植业发展；创
新推出“龙榛快贷”“木耳贷”“花生贷”等
融资产品，有效破解特色农产品扩大生
产难的瓶颈问题。

素有“塞北小江南”之称的东宁市

是全国黑木耳生产基地和批发集散中
心，由于资金需求急、运转周期短，加之
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当地菌
农深受资金短缺困扰。“这些年，我办贷
款没有家里人担保根本就贷不下来。
没想到用‘木耳贷’几分钟就解决了我
的烦心事儿！”10万元融资“活水”的注
入让菌农李景强乐开了花。

数字畜牧——
奔向“哞哞”的幸福

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与省农业
农村厅签署畜牧业战略合作协议，开发
针对生猪、肉牛养殖业主的“龙牧贷”

“肉牛养殖贷”，目前已在泰来县、克山
县、巴彦县、兰西县、龙江县试点上线，
同时针对黑龙江省奶源生产得天独厚
的资源优势，围绕核心企业实施金融创
新，将“产购销”信息作为金融服务触发
点，为核心企业下游分销企业或个人提
供贷款产品，目前已推出生态链“快贷”
产品——“龙乳快贷”，为完达山乳业下
游个体经销商发放定向小额信用贷款。

在万物并秀的美好时节，克山县畜
牧业正焕发着盎然生机。经过多年的经
营，李宝昌已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养牛

“达人”。“我们昌强肉牛养殖场存栏最高
峰有 82头，按购买一头 8个月左右 400
斤良种‘西门塔尔’牛犊需要1.2万元计
算，加上玉米秆、青储、豆粕、麦麸这些饲

料 以 及 场
地、水电、防疫、运输
等各项成本开支，一年一头
牛养殖成本就在 2万元左右，贷款需求
量很大。”说起以往办贷款的种种经历，
李宝昌表示，“我们农民手里没那么多闲
钱，之前想要抵押贷款，手里又没有合适
的抵押物，高成本和融资难成为制约扩
大养殖规模的主要因素。没想到，建设
银行开发的‘肉牛养殖贷’一下子就解决
了我的大难题！”作为首批体验者，李宝
昌对自己的养殖场充满了信心。

数字渔业——
波光粼粼中的殷实

抚远市乌苏镇依托乌苏里江得天独
厚的自然生态条件，鲟鱼产业发展风生
水起。“我们针对渔业产业链上下游客
户、个人消费客户探索供应链金融场景
带动等服务模式，提供了存款、贷款、结
算、龙商户收款码等“一揽子”金融服务，
今年上半年，仅支持渔业发展，我们就投
入了300多万元。”建设银行佳木斯市抚
远支行行长王春来介绍说。

“这几年，在标准化繁育、养殖生产
加工及配套的包装、冷藏、物流、配送等
环节都得到了建设银行的大力支持。”抚
远市东龙鲟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志表
示，将充分利用金融“活水”的灌溉将鲟
鱼这块“活化石”一直保护下去。秦薏颜

十堰市郧阳区、房县是湖北省委、省政
府和湖北省银保监局确定的建设银行对口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共建创新示范区”，建设
银行湖北省分行成立了由行领导挂帅工作
领导小组，建设银行十堰分行以共建“示范
区”为契机，在服务上提升温度，在资源上强
化力度，在形式上拓展深度，实现了硬核支
持见真章、优质服务见真情。截至目前，建
设银行十堰分行累计在全市投放贷款 45.4
亿元；在郧阳区累计投放贷款2.2亿元，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75%；在房县累计投放贷款0.6
亿元，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7%。

心系千家万户，情暖广袤沃野。建设银
行十堰分行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乡村振兴团
队，组建了9支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建立县
域支行“1＋1＋1”帮扶机制，即一位分行行
领导、一个机关部门、一家城区支行对口帮
扶一个县域支行；机关本部党支部、县市支
行党支部与村支部结对共建，组织各级党支
部开展与农村党支部“一对一”结对共建，搭
建“党员联学、组织联建、党日联办、服务联
抓、发展联促”新平台。截至目前，全行已实
地走访 142个乡镇 1600多个行政村，联合农
业、畜牧业、乡镇政府等部门在各县区累计
为600余家农业主体举办推介活动近百场。

“建设银行‘随心贷’解决了我的大问
题！”郧阳区杨溪铺村鲈鱼养殖基地负责人
陈点华在收到建设银行 30万元乡村振兴支
农贷款后激动地说。

自2018年以来，十堰市政府严格实行汉
江禁渔政策，杨溪铺村鼓励村民转型发展人
工水产养殖，陈点华采用铁桶养殖鲈鱼，前
期自投资金开挖露天鱼塘 45 亩，放鱼苗
2000多尾，看着市场前景好，他便想扩大养
殖规模，但苦于资金短缺。

正巧，建设银行郧阳支行下乡团队来到
杨溪铺村，得知陈点华资金需求，便迅速安
排专人对接并采集数据，通过“裕农快贷”
（随心贷），仅用两天就将贷款发放到位。

为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建设银行十
堰分行加大对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创金融
支持力度，在重点政府平台、重点招商引资企
业、重点产业、重点乡镇注入金融“活水”，并计
划在未来一年内为郧阳区 60个项目提供综
合授信 100 亿元，目前已为 11 个项目授信
37.05亿元。湖北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首
批受益的授信客户，获批授信金额1.5亿元，
款项用于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有力的支持
了郧阳区乡村振兴建设。

建设银行十堰分行还积极引进建设银行

集团旗下建信理财、建信信托、建信融通等子
公司，与平台企业对接，通过综合融资扩展融
资渠道；利用“互联网+”联合建信融通子公司
将省级“政采贷”线上平台数据“搬进”建设银
行系统，为客户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

“这笔贷款真及时，解决了我的燃眉之
急。”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先生
说。建设银行十堰分行为该客户成功发放线
上“政采贷”200万元，实现了全国首笔县域线
上“政采贷”业务突破。目前，建设银行已为
房县14家企业投放“政采贷”8834万元，为15
户企业投放“E信通供应链”贷款2000万元。

“我以前用‘裕农通’缴过电费，听说现在
也可以缴养老金了，我想试试。”村民老程是
建设银行“裕农通”的忠实“粉丝”，每个月都
要到“裕农通”服务点去缴纳电话费。听到这
个消息，老程主动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为延展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神经末梢”，建
设银行十堰分行依托“裕农通”村委会服务点，
打通了农村“两险”缴费通道，让村民足不出村
就可以缴纳社保费。与此同时，该行还将郧阳
区、房县的“裕农通”服务点升级为“裕农通+普
惠金融工作站”，不仅为“工作站”配备了电子
大屏终端设备，还为当地村干部颁发了“金融
村官”聘书。目前，该行已在27个乡镇开展整
村授信工作，累计为郧阳区、房县770余户农户
提供2亿元低利率、纯信用贷款。

“村里”智慧服务平台是建设银行湖北分
行助力乡村发展的又一创新。“村里”平台田边
开发、地头实践、村民体验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便
利的线上融资渠道，同时也为传统村务治理插
上了信息化的翅膀。磨针井村村书记说：“建设
银行‘村里’平台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日常工
作，现在通过数据就可以准确得到村民的诉求，
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给村民带来了便利。”

村民王光海从事茶叶种植20余年，开设
了茶叶代加工坊、茶叶专卖店，前不久通过

“村里”平台了解到建设银行涉农贷款产品
后，立即申请了50万元额度。目前，王光海已
开始着手对茶园进行改良升级。

一桩桩动人的故事，见证着乡村生活的
改善，彰显着建设银行金融科技战略向乡村
的延伸。 乐俊峰 樊野

今年以来，建设银行庐江支行
积极探索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营
销模式，以建设银行普惠金融战略
呼应安徽省庐江县县委、县政府提
出的“工业强县、农旅富民、大美庐
江”三大战略，全面对接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截至目前，该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普惠贷款本年新增1.71亿元，

“裕农快贷”本年新增 7043 万元，乡
村普惠贷款占建设银行庐江支行普
惠贷款新增的80%。

搭建平台让营销变得不再难

建设银行庐江支行工作人员在
下乡初期，经常会遇到找农户办贷
款找不到目标客户，找农企办贷款
要么是办过，要么就是客户不需要
办以及不能批量营销等各种各样的
问题和困惑。为解决这些问题，去
年9月，建设银行庐江支行与庐江县
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一方面，
利用农业农村局到各乡镇开会时
机，一起去乡镇做金融宣传，借力平
台，批量获客；另一方面，农业农村
局积极向建设银行推荐有需求且符
合条件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名
单，从此，营销变得不再难。

今年5月，庐江县实施金融包镇
工作，建设银行庐江支行负责龙桥
镇和白湖镇，该行两名行长挂职金
融副镇长，31名员工挂职所辖 31个
村金融副主任，进一步拉近了银行
与村民的距离。

去年 11 月，建设银行将“裕农
通”综合服务平台与庐江县党建引
领信用村平台对接，让农户在足不
出户的情况下，通过平台办理纯线
上贷款，全县所有乡村的 331 个“裕
农通”服务点全覆盖，成为银行连接
乡镇、服务村民的重要桥梁。

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对比同业产品，建设银行现有
的体系化乡村金融产品优势突出，
贷款手续便捷，线上经营利率又低。原本工商银行金融
包镇的庐江县台创园区管委会，在了解到建设银行的产
品方便快捷优势后，主动选择与建设银行对接，这种认
可，也让建设银行庐江支行在推广乡村普惠金融更有底
气、更有自信。

庐江县的每个乡镇基本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如渔网
产业、龙虾产业等。建设银行庐江支行组织小分队深入下
乡，在一次次的乡村行过程中，不断了解和融入乡村特色产
业，走访同镇韭菜种植大户，了解到韭菜一般一次种植能保
五年，每年收割5次-6次，再通过亩产净利润结合实际种植
亩数，大致匡算出年产值和实际投资情况，能在风险控制内
精准“滴灌”，让金融“活水”真实有效助农富农。

目前，日常下乡已是建设银行庐江支行全员的一项重
要工作。该行组建“乡村振兴团队+3个网点”，4支小分队将
庐江县 17个乡镇进行包干，每周六、周日走访乡镇，每周下
乡后，乡村振兴团队将 4支小分队下乡内容汇总形成日志，
在每周例会上进行经验交流，激发出新的灵感再出发。

开辟农村金融新“蓝海

近年来，建设银行庐江支行持续走进乡村，为政府、乡
镇和村民提供金融和非金融服务，不仅取得了成效，也获得
了多方面的好评。

该行在乡村实践中，一是用好“裕农通”综合服务平台，
实现批量营销。二是在困难面前集思广益，主动对接政府、
协会、村委会解决问题，走出自己的乡村普惠金融之路。三
是结合村信用超市积分兑换方式，打造“信用超市一卡通”，
让“建行生活”不仅是城市的福利，更是乡村的实惠。

汪海涛 张纲

建设银行十堰分行

合力共建示范区 创新赋能惠乡村

建
设
银
行
庐
江
支
行

探
索
营
销
模
式

探
索
营
销
模
式
推
进
普
惠
金
融

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建设银行武当山支行客户经理实地勘察茶园修整建设银行武当山支行客户经理实地勘察茶园修整、、改良情况改良情况。。

▲▲图为建设银行农垦分行工作人图为建设银行农垦分行工作人
员为水稻种植户办理员为水稻种植户办理““垦区快贷垦区快贷””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提。”
目前，在八桂大地，农户融资难、融资贵、融
资慢的问题仍然突出。如何满足农户的资
金需求让农民富起来、让产业旺起来成为金
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必须要破解的难题。
建设银行广西自治区分行依托“核心企业+
农户”运营模式，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力量，挖
掘、激活核心企业与农户的订单与结算数
据，为农户提供大数据贷款产品，创新推出

“八桂产业贷”，支持农业产业发展。
王先生经营着一家以生产猪饲料为主

的企业，长期向广西区内经销商、养殖户等
供货，年产量达 12 万吨，年销售额超 6 亿
元。今年以来，生猪价格下跌，饲料价格不
断上涨，生猪养殖户因资金不足无力购买
饲料，经销商也难以如期支付批量饲料款，

王先生的企业陷入了回款困难和无周转资
金购买原材料再生产的困境。

“有什么办法可以给我的企业和下游养
殖户贷款呢？”接到王先生的求助来电后，建
设银行南宁自贸区支行跟进企业与养殖户
的信贷需求，立即启动绿色审批通道。很
快，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就发放到了企
业的账户上。同时，建设银行还依托企业与
农户之间的订单与结算数据，给予下游养殖
户3000万元“八桂产业贷”授信额度，养殖户
通过上网就可以申请、支用贷款，贷款资金
定向用于购买核心企业的饲料，从而打通生
猪养殖产业链中的“堵点”。

建设银行柳州分行工作人员在走访某农
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时获悉，该企业是一家
以生产、研发、营销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生产

企业，以种鸭养殖、鸭苗孵化、肉鸭养殖与销
售、家禽屠宰及饲料生产为主营方向，是华南
及西南地区樱桃谷肉鸭养殖最大的企业。该
企业以“公司+家庭农场”的模式进行运作，生
产经营直接带动合作农户超过 3000 余户。
公司当下正在积极开拓肉鸭及种鸭市场，但
原有的合作银行在效率和信贷额度上难以满
足该公司的需求，制约了企业整体发展。

建设银行柳州分行了解到企业面临的
实际困难和痛点后，当即组成团队，在不到1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该公司“八桂产业贷”
项目方案申报、系统对接与参数设置。“八桂
产业贷”产品上线后，得到了该公司与农户
的高度赞赏。截至6月30日，建设银行柳州
分行给予该公司 73户上游养殖户发放贷款
4966万元。 孙安龙

建设银行广西自治区分行创新推出“八桂产业贷”

“贷”动农民富起来产业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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