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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期

建设银行九江市分行

“金智惠民—乡村振兴”

学子下乡实践再起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担当，青春的力量始终
在接续奋斗中不断闪耀激荡。这个
夏天，江西省九江市的万名青年学子
集结在建设银行九江市分行“金智惠
民-乡村振兴”暑期下乡实践活动
中，走入乡村田野间，奋力书写无愧
于时代的青春华章。

新青年 勾勒闪亮姿态

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青年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承载着传播
知识、贡献智慧、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的责任与使命。学子们通过“我为
乡村献微课”实践活动，用丰富多样
的主题形式，把金融知识、防疫措
施、农业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普及活
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学子们还积极
参与乡村振兴主题调查，化身“小小
调查员”，深入乡村走访，邀约“裕农
学堂”、当地村民、村干部、个体商户
等参与调查，了解脱贫攻坚成果及
乡村发展新貌，助力提升乡村金融
服务水平。

新金融 铺就振兴之路

如今，“裕农通”服务点已经遍布
乡村田野，广大农户足不出村就可享
受到“存贷汇缴”一站式金融服务。
下乡学子们走进乡村，为“裕农通”代
言，向村民们讲解“裕农通”的使用方
法；就乡村振兴课题与当地干部、农
民企业家和农户座谈交流，宣讲建设
银行“三大战略”，解说建设银行信贷
政策，并在了解真实村情村貌的基础
上，积极为助力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他们用知识的光芒点燃了乡村振兴
的希望，让金融“活水”滋润着每一寸
乡村田野。

新希望 载着未来出发

“学子下乡活动让我有机会再次
重返我的家乡，我看见的是一个正在
蜕变中的美丽乡村。乡村小径旁的
河水不再浑浊，水泥马路通到家家户
户门口，房屋不再破旧不堪，楼房外
墙全部刷新……乡村振兴确实正在
改变我们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从
乡村离去，而今再回乡村，很想为乡
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江西师范大
学下乡学子鲍文华感慨道，她跟随建
设银行九江市分行实践队下乡走访，
看着家乡发生的巨变，更坚定了她贡
献青春力量的决心。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一张张青春年少的面庞，一句句
热忱真挚的誓言，青年学子们真诚表
达着投身于“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事业的志气、朝气、底气。面对徐徐
展开的梦想画卷，学子们以实践活动
为起点，释放激情，追逐理想，迈步新
征程，筑梦新舞台，在乡村振兴的生
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朱彦

普惠金融普惠金融

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丰富服务内涵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丰富服务内涵

以以““新金融新金融””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驻村工作队点亮乡村振兴富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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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
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部
署，主动以金融手段赋能农业农村发展，
因地制宜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探索。

北京市门头沟区98.5%的面积为山
区，100多个行政村多分布在深山区，与
城镇地区有着天然的物理屏障，对农村
居民生产生活有着诸多不便。为提升
农村区域金融服务水平，自 2020年起，
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在全区范围
内陆续设立了179个“裕农通”普惠金融
服务点，形成区内行政村服务网络
100%全覆盖，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
公里”，目前已累计提供金融服务8万余
人次。同时，该支行还立足“裕农通”服
务点建立调研长效机制，坚持进村入
户，深挖山区居民生活难点，不遗余力
开展“乡村振兴新场景”建设。

构建乡村便民消费新场景
近日，门头沟区妙峰山镇一家装修

精美的“乡村便民商业网点”成为村里
的便民“新宠”。小店依山傍水，店内布

置明亮整洁，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
分类井井有条，款台布放的“裕农通”智
能终端设备还能提供基础金融服务。据
了解，这家“乡村便民商业网点”是北京
市首家农村便民商业网点改造项目的成
功试点，近期刚完成改造并投入运营。

为了提升乡村百姓生活品质，杜绝
假冒伪劣商品流入乡村市场，今年 2
月，北京市商务局与建设银行北京市
分行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农村地区便
民商业网点“六化”改造提升 加强金融
支持的通知》，提出了“政府补贴+流通
企业赋能+银行低息贷款”创新模式，
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便民商
业网点改造。

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作为银
行业金融机构参与改造试点项目，充分
发挥“裕农通”服务面广和专管员熟悉
环境的优势，深入多个村落开展调研，
充当起供需双方的“桥梁”，最终确定镇
内一家“乡村夫妻店”作为试点。

在试点期间，面对店主资金紧张等
问题，该支行主动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

行、首创担保公司沟通，结合店主需求，
制定专属服务方案，充分运用政府补贴
政策，直接让利小店业主，在一周内就
完成了贷款发放，为小店改造提供了资
金支持。

小店的改造不仅是经营环境和经
营方式的改造，还是店铺功能便民化的
转型升级。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
为原来的“村口小铺”叠加了“裕农通”
服务点便民金融功能，布放“裕农通智
能终端”，村民可以足不出村办理小额
取款、现金汇款、生活缴费等基础业务，
对村里没有智能手机、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来说，解决了大问题。

探索乡村文明建设新场景
如果说“乡村便民商业网点”的改

造是在向着“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目
标努力，那“金智惠农—妙峰文明积分
银行”小程序的搭建就是为实现“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而开展的创新实践。

2021 年，妙峰山镇开始着力建设
“智慧妙峰”项目，推动“文明妙峰、生态

妙峰、美丽妙峰、平安妙峰、健康妙峰、
幸福妙峰”六位一体的智慧特色乡镇建
设。为实现农村现代化治理，“文明积
分银行”项目应运而生，建设银行北京
门头沟支行深度参与其中，协调行内资
源，与镇政府共同开发了“金智惠农—
妙峰文明积分银行”小程序，对村民日
常行为建立评价体系，通过量化文明积
分，引导村民孝敬父母、善待亲邻、关心
集体，积极参与村务治理，将各类问题
矛盾消化在基层，形成“对标先进、比学
赶超”的良好氛围，推动村务治理更加
客观、公正、公平，加速农村现代化、智
慧化治理水平提升。据悉，该小程序目
前已在妙峰山镇17个村陆续推广使用，
文明风气焕然一新，为提升基层治理效
能树立了创新样板。

近期，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依
托刚改造完成不久的“乡村便民商业网
点”，结合“建行生活”这一集餐饮、购物、
娱乐等场景为一体的本地生活服务平
台，创新设计了文明积分应用场景，以消
费权益连接“文明积分银行”及“建行生

活”两个平台，每季度对“文明积分”达标
的村民推送不同档次的“建行生活”消费

“满减券”，以带动更多村民积极参与文
明行动，为乡风文明建设再添新动力。

“文明积分银行”既是探索农村基
层治理，又为建设银行金融服务深入田
间地头提供了“基层信用体系”的接
口。在农村场景中“发现信用、量化信
用、评价信用”，通过“文明积分”等数据
积累，为村民个人信用评价提供更全面
的依据，进而达到乡风文明建设同频共
振，形成社会效益的正向溢出。

几年来，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
坚持用脚步丈量山区的每一寸土地，定
期走访“裕农通”服务点，开展广泛调
研，用心体会乡村百姓生活痛点，积极
运用金融手段为美丽乡村建设赋能。
未来，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将继续
立足门头沟“生态涵养区”建设定位，持
续创新，与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到乡
村振兴工作中，为绘就京郊美丽乡村壮
美画卷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供稿

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构建“新场景”

绘就京郊美丽乡村新画卷绘就京郊美丽乡村新画卷
一线报道一线报道

“这菜真是新鲜，家里人都说好吃，
想下周接着订。”油豆角、西红柿、黄瓜、
茄子……这些前一天还在菜地里生长的
绿色有机蔬菜第二天就到了单位食堂和
职工家里的餐桌上，随之而来的是如潮
的点赞和不断的订单，这是建设银行黑
龙江省分行驻村工作队帮扶延寿县六团
镇富源村发展“菜园经济”的生动写照。

“富源村每家都有菜园子，为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
求，我们驻村工作队年初就结合富源村
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菜园经济’和
糯玉米种植项目，将村民菜园中的绿色
有机蔬菜送到单位职工的餐桌上，既促
进了村民增收，又满足了职工对绿色有
机蔬菜的需求，实现了‘利他’和‘共
赢’。”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驻村工作
队队长段红峰介绍说。

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子。驻村工
作队成员深谙抢前抓早的道理，刚一开

春，他们的脚步就踏遍了富源村的家家
户户，动员乡亲们在自家小菜园里种植
绿色有机蔬菜。“种是能种，到时候咋卖
呢？我们家里劳动力本来就少，要是赶
上秋收，顾了这头就顾不上那头。”乡亲
们虽有种菜热情，但担心销路和收入问
题。“大伙儿别担心，我们已经研究好了，
咱们就来个‘结对子’，由我们建设银行
黑龙江省分行员工和村民结对子，定制
小菜园。同时采取错时种植方式，分批
次供应糯玉米，只要大家把好质量关，丰
收后我们帮着大伙儿打开销路！”驻村工
作队成员的一番讲解彻底打消了乡亲们
的顾虑。

五谷者，万民之命；农耕者，百业之基。
耕土、撒籽、压苗、施农家肥……转眼间
村民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从8月5日起，
我们将每周五分批收菜和送菜，请村民
及时查看群里通知。”驻村工作队成员在
微信群里发布的这则消息让宁静的小山
村立刻热闹起来，村民们有的用筐，有的

用桶，有的用编织袋，纷纷奔向自家菜园。
八月的天，孩儿的脸。8 月 19 日早

晨，突降暴雨，这让驻村工作队原定清晨
四点开始摘菜的计划不得不向后推迟。
上午10点，暴雨转中雨，驻村工作队成员
和村支部书记顶风冒雨帮村民采摘蔬
菜。为了能在下班前将玉米送到银行员
工手上，驻村工作队决定分两批次派
送。“一个是我们驻村工作队的小车，主
要派送哈尔滨城区8家支行；一个是省分
行捐赠村里的箱货车，主要派送省分行
本部。我们预计下午两点左右到达哈尔
滨。”秋雨绵密，路途遥远，任务艰巨，驻
村工作队的三名成员齐上阵，这一忙就
是大半天，当队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返
回富源村时已是繁星满天。

“尽管过程辛苦，但成绩可喜！”山村
的夜晚静谧而迷人，驻村工作队成员就
着驻地的灯光盘点着销售情况。“建设银
行驻村工作队帮我家卖了 120 斤蔬菜，
收入 480元。我看啊，自家菜园搞‘菜园
经济’既没啥成本，还有收入，主要是还
帮销售，明年得接着干！”村民姜树山此
时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信息引起乡亲们
的跟评和点赞。

在“三带一融合”理念的倡导和“以
购代捐”模式的引领下，“菜园经济”项目
得到了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党群工作
部、总务部（食堂）和各部门员工的大力
支持。目前，驻村工作队已累计向哈尔
滨市机构和职工售卖蔬菜327公斤、玉米
4500穗，销售额达1.15万余元，为村民增
收2600元，带动脱贫户15户。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修建文化广场，
从引入金融“活水”到发展产业经济，建
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驻村工作队在乡
村振兴道路上的脚步愈加铿锵有力。
工作队成员表示，将不断拓宽村民增收
渠道，把小庭院“方寸地”变成幸福生活

“增收园”，不断为富源村建设和发展注
入新动能。 秦薏颜 陈鹏

□ 本报记者 张振京龚杰

近年来，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认真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决策部署，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金融”行动，为
建设美好亳州、助力打造安徽省美丽乡
村贡献建设银行力量。

构建“裕农”金融生态圈
今年以来，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围

绕农业农村痛点、难点，与亳州市政府及
“三县一区”实现全面战略合作，积极打
造“1211”“裕农”金融生态圈。

在工作中，该分行与亳州市农业农
村局联合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先后
与蒙城县、利辛县签订三资管理平台合
作协议，以农村三资及产权交易、智慧村
务平台为着力点，助力乡村治理，打造乡
村政务场景，目前该分行“三资”管理平
台已在蒙城县签约上线，成功试点上线
18个村级组织“智慧村务综合服务平台”
小程序；积极搭建“裕农通”乡村振兴综
合服务平台，普及金融知识和惠农政策；
在亳州市近90%的乡村设立“裕农通”服
务点1564个，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办理小

额存取款等业务，实现电视费、水费、燃
气费、电费、社保缴费等 11项民生服务
项目线上缴纳，累计完成17万多笔线上
缴费。

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还应用数字
化工具，推行服务点线下网格化、线上
智能化风控体系建设，强化对服务点经
营风险与合规问题远程管控；优化贷后
管理系统和数字化风控平台，部署85个
监测模型，提升农户贷款风险管控能
力。截至 6月末，该分行涉农贷款不良
率低于0.22%，资产质量保持良好水平。

拓宽“裕农”致富路
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围绕解决农户

融资难、贷款难问题，结合区域特色，积
极创新金融产品，相继推出了“裕农快
贷”系列、户用“光伏贷”等信贷产品，并
充分发挥建设银行便农利农的金融服务
优势，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资金支持。

日前，家住安徽省蒙城县立仓镇老
街社区第一新庄的杨婧欣喜地收到了
来自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 19.37万元贷
款，“本以为咱的小项目没法贷到款，没
想到这么快款就下来了，咱家屋顶上的

光伏发电设备购买有希望了。”目前，杨
婧家的发电组件已经成功并网发电，第
一个月的发电收益款已经顺利到账。这
笔贷款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成功发放
的安徽省系统内第一笔支农贷款——户
用“光伏贷”。

在基于对蒙城光伏用户客群分析的
基础上，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还通过“企
业+银行+农户”合作模式，向农户推出
助农项目，突破个人支农贷款年限限制，
打造支农贷款特色产品，这是该分行践
行“新金融”行动、服务乡村振兴的一项
创新举措，像杨婧一样受益建设银行信
贷创新的案例数不胜数。

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还围绕中医
药产业，联合当地龙头企业神农谷中药
材交易中心，通过获取其上游种植户、
中药商交易数据，为其上游供药商提供
纯信用、纯线上的产业贷款，项目合作
额度 3亿元。同时，建设银行亳州市分
行与亳州市融资担保公司合作，积极开
展“农担贷”业务，对该分行同意授信的
客户进行“见贷即保”，目前第一批与市
农担开展的贷款已陆续投放。截至6月
末，该分行农户贷款新增14.96亿元，在

涉农贷款中占比达70%以上。
安徽金沙河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是

亳州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主要经营米、
面制品制造、销售和小麦收购、加工、销售
等，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迅速了解企业金
融需求，成功为企业“粮食加工及包装饮
用水生产一期项目”授信5.2亿元，目前已
累计投放4.78亿元，同时还为企业上线了

“银企”直连项目，有力支持企业生产建
设，助力涡阳县小麦种植业的发展。

扩大“裕农”服务半径
近年来，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深入

辖内各乡村，开展定点帮扶，向经济困
难学生发放 9万余元专项奖励基金，启
动 7 批认捐经济困难学子活动，帮助
100余名小学生圆读书梦。该分行还利
用 16个营业网点开辟“劳动者港湾”区
域，为全市交警、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
劳动者提供读书、休息、饮水、热饭等公
益服务，彰显国有大银行的人文关怀、
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亳州柴庙村供应上海的蔬菜因运输受
阻，导致柴庙村大棚蔬菜出现滞销，建

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主动与当地农产品协
会会长胡守山进行联系，第一时间发起
员工认购倡导书，鼓励大家积极购买。
当天，柴庙村党总支书记冯训方与建设
银行亳州市分行员工们一起把 2000斤
蔬菜运送卸载。由于叶菜类农产品保存
时间短，该分行还为其进行大力宣传，全
力帮助农户解决蔬菜滞销问题。

“谢谢建设银行为我们捐赠太阳能
路灯，以后晚间出行再也不用手电筒照
明了！”利辛县王人镇太原村村民王少
峰如是说。

原来，太原村村民以前晚上出行全
靠手电筒、手机照明，不仅十分不方便，
而且十分不安全。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
在进行定点帮扶调研工作时了解到，太
原村近 3公里的道路夜晚一片漆黑，给
村民们出入带来不便。为了方便村民出
行，完善太原村基础配套设施，改善村民
生产生活条件，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将
安装太阳能路灯工程作为定点帮扶的首
要工作，积极申报捐赠太阳能路灯项目，
累计向太原村捐赠太阳能路灯53盏，明
亮的路灯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也
点亮了村民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

连日来，在甘肃省华池县五蛟镇五蛟村的田地
里，栽种药材种苗的、放线打垄沟的男女老少干劲十
足。走进华池县兴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药材加工
基地，各种大型药材加工机器不停地运转，工人们忙
着洗药、晾药、切片，干得热火朝天。在这里，建设银
行庆阳分行华池支行行长李永文认识了姚文智。

姚文智，华池县人，2010 年以前他过着靠天
吃饭的日子。在外务工的他看到种植中药材的好
前景，第一时间便返回家乡，承包了20亩撂荒地，
开始了中草药种植之路。2014年，姚文智成立了
华池县兴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黄芪、党
参。随着规模扩大，他又承包了 10亩地，开始种
植黄岑、板蓝根等中药材。但随着华池县中药材
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产量逐年递增，建设中药材冷
藏库的需求日益紧迫。“这些中药材储存不好很容
易就变成废材了，虽然政府补贴了一部分钱建冷
库，可我们一下拿出这么多钱，资金周转是个大问
题。”姚文智找过多家银行，但总是没有合适的贷
款产品能满足他的需求。

李永文是在基层成长起来的行家里手，在建设
银行庆阳分行华池支行这些年，他一直奉行母亲“唯
有脚踏实地，才能仰望星空”的告诫，客户有问题第
一时间响应，有需求第一时间解决，通过各种项目扶
持当地曾经的扶贫帮扶村经济发展。第一次见到姚
文智，李永文便将他的金融需求深深记在了心里。

政府下发小企业补贴数据后，李永文第一时
间赶到华池县兴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取一手
数据，围绕建设银行庆阳分行确定的“打点、限额、
创品牌”农户信贷经营发展思路，带领员工实地考
察项目运营，与农业农村局沟通，获取冷链项目具
体立项情况和实施主体，成功投放甘肃省首笔“裕农快贷-冷链贷”
41万元，为该合作社解决了燃眉之急。

有了建设银行庆阳分行华池支行的助力，姚文智建立了冷库，
将当年新产的金银花500吨及时储藏，一些苗木和初加工的黄芪切
片得以妥善储存，解决了因运输不便、市场价格波动对企业造成的
不利影响，同时和广东企业洽谈，准备把黄芪、甘草、柴胡等药材销
往国内外市场。不仅如此，姚文智的企业还带动了当地群众务工
120余人。“以前自己在家里种地，自从来合作社打工后，一年能多挣
三四万块钱。”该合作社务工人员杨海峰高兴地说。

现如今，李永文代表的建设银行庆阳分行华池支行已是华池县
的当红人物，大家有事没事总习惯找李永文咨询。在该行的助力下，
当地合作社、农户用上了新的农药材种植机具，建设了集仓储、办公、
新产品研发和精深加工为一体的中药材加工厂，还经常有专家在“裕
农学堂”为农户讲授中药材种植、加工相关知识，农户的收入逐年增
加，生活蒸蒸日上。而与李永文一样的1200多名县域支行工作人员，
正在以自己的力量，以诚相交，用心服务，让县域支行不再仅仅是“网
点”，而是建设银行在县域的“代言人”。 蔺志雯 嵇祥

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员工以购代捐支持“菜园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