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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新刚

近日，吉林延边农商银行传来捷
报，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该行各项存
款余额突破 400 亿元，达到 402.03 亿
元，较 2022 年初增加 46.46 亿元，增幅
13.07 %，存量、增量再创历史新高，经
营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作为植根延边本土的银行，延边
农商银行始终坚守“农民致富的银行、
居民兴业的银行、微企成长的银行”市
场定位，紧扣地方经济建设主旋律，不
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扎实推进普惠
金融实践、有效助力乡村振兴，与延边
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多年来，该行始终践行“延边人自
己的银行”服务理念，以紧贴群众金融
服务需求为切入点，严格服务规范、强
化服务措施、注重服务品质，多措并举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一方面，该行强化金融窗口服务，
通过制订和优化基层网点分层管理、
存款存量客户提升、聚合支付服务、

“服务明星”和服务考核等多个方案，
激发员工内生动力。并定期组织开展
营业网点联合检查，不断提升网点服
务环境、网点营销环境、员工职业形
象、员工服务营销意识、服务纪律、服
务档案、服务创新等，提升金融窗口良
好形象。另一方面，该行强化网点转
型升级，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场景服
务为载体，围绕“八项举措”总部支行

“双线并行”、同步推进；采用预约制签
约模式，增加两款活期日均型产品，推
广大额存单、智能存款，满足客户差异

化增值服务需求；加快渠道功能建设，
累计发放银行卡105万张，布设各类电
子机具 870台，网上银行、移动支付签
约 12.87万户，“聚合商户”5038户，有效
推动服务水平和支付环境不断提升。

不仅如此，延边农商银行强化金融
服务普及，特别关注老年客户群体，通过
配备基础服务设备、设置无障碍通道、开
启绿色服务窗口等措施，做好老年人关
怀服务。同时，该行对有金融服务需求
的重度肢体障碍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并依托“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
万家”活动，积极宣传防范互联网诈骗、
反假币、远离非法集资、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知识114场，走访客户2300余户，
累计服务7万余人次，切实为延边百姓
守住守牢“钱袋子”。延边农商银行已经
成为离延边大地最近、同延边百姓最亲、
与延边中小微最紧密的银行。

长期以来，延边农商银行深耕“三
农”市场，扎实推进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不断丰富信贷金融产品，做实做细
普惠金融服务，不断用“金融画笔”绘
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该行积极对接重大项目、重大工程，
加大对制造业、绿色产业、医药产业、运
输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满足“专精特
新”企业的金融需求，年内累计投放资金
46.94亿元，全力支持延边实体经济和重
点经济领域发展。该行通过创新推出

“延银”系列特色信贷产品，上线“延银惠
e贷”小程序，推进数字化零售信贷系统
线上办贷等多项举措，支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客户经理服务效
能和提升客户满意度。 （下转2版）

图为海南农信亮相图为海南农信亮相““冬交会冬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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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支付服务减费让利政策实施以来，贵州册亨农商银行严格执行降费政策，积极稳妥推进有关降费工作，切实
履行好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收费优惠方案，真正为民办事、让利实体，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日前，贵州黔山贵
水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册亨农商银行营业部开立对公账户。并办理了企业网上银行业务，根据相关
降费政策，该行免收了“U盾”工本费和数字证书服务费，以及网上银行资金汇划手续费和柜台汇款手续费。图为客
户经理上门为客户办理金融业务。 韦如莲 王子龙

扬中农商银行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分中心挂牌
日前，镇江市首家金融消费纠纷

调解分中心在江苏扬中农商银行挂牌
成立。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分中心秉持
依法调解、服务为民的工作方向，旨
在高效化解金融纠纷、保障金融消费
者合法权益，有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金
融风险、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持
续推进扬中市金融业稳健发展有着
重大意义。

近年来，扬中农商银行通过不断
优化信贷结构、守牢信用风险底线、大
力服务乡村振兴等务实举措，扎实推
进全面风险管理和合规基础管理，深
入推进“法治银行”建设，不断完善优
化各项规章制度，以制度建设与制度
执行为总抓手、以完善管理组织体系
为基础，夯实“法治银行”建设根基，加
强制度约束力传导和金融服务水准提
升，在全行上下形成“以人为本、以客
户为中心”的金融服务良好生态，切实
提高金融消费者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从源头上大幅减少了金融纠纷。

下一阶段，扬中农商银行将继续
立足“以人为本、服务三农”的理念，以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分中心成立为契
机，全力服务地方金融稳定和经济社
会发展，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和服务
金融消费者开启新篇章贡献更多农商
力量。 施正奕

海南农信连续13年亮相“冬交会”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
□ 伍洪 通讯员 秦娇

前不久，2022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
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简称：“冬交会”）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是海南农信
连续第13年亮相“冬交会”，此次海南农信
展台位于2号展馆的数字农业展区。

本届“冬交会”，海南农信紧扣“促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办展主题，紧抓海南农信服务乡
村振兴主线，围绕海南农信“三三四五”

发展战略，进一步凸显海南农信在海南
省建设自贸港的关键期的新作为、新成
效、新形象。与此同时，海南农信精心
策划“云逛冬交会 农信在身边”主题直
播活动，选拔组建主播团队，把“侬侬直
播间”搬到了“冬交会”现场。带领大家
线上逛展，了解金融产品，以崭新面貌
向观众推介海南农信在金融支持乡村
振兴中的成效，此举成为海南农信本次
参展的一大亮点。

2022 年是海南农信成立 71 周年，

也是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 15
周年。在省联社党委领导班子的带领
下，海南农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业务高质量发展，注重特色发展、内生
增长和创新驱动，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各项业务蓬勃发展。截至 2022 年
11 月末，海南农信资产总额 3255.43亿
元，存款余额 2811.44亿元，各项贷款余
额 1731.63 亿元。近五年累计缴税 58
亿元。

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因农而强。
作为地方金融机构主力军，海南农信始
终坚守支农支小主责主业，坚持产品创
新，完善制度建设，优化业务流程，推进
整村授信，强化金融供给，为加快推进
乡村振兴贡献农信力量。

一串串亮眼的数据，是海南农信深耕
“三农”，服务乡村振兴最有力的注释。

全省农信系统涉农贷款余额527.48
亿元，较2022年初增加65.7亿元；普惠型
涉农贷款余额170.42亿元，较2022年初
增加23.34亿元。支农再贷款余额40.04
亿元，支持18000余户；支小再贷款余额
16.57亿元，支持 1700余户；全省已培育

“支农再贷款示范基地”22家，“支小再贷
款示范基地”8家；挂牌“支农再贷款示范
基地”12 家，“支小再贷款示范基地”3
家。全省农信系统与1119个行政村签订
整村授信协议，通过“党建共建促整村授
信”模式，主动授信912个行政村，评议授

信户数 28.72万户、金额 240.69亿元，用
信户数7.58万户，余额70.61亿元。

不仅如此，海南农信聚焦海南自贸
港重点项目和园区，紧盯自贸港建设封
关运作时间节点，锚定“三区一中心”战
略定位，融入“三极一带一区”，全面做
好国家级、省级重大战略部署的金融服
务工作。目前，已为 11个重点园区 129
家园区平台，以及入园企业累计授信约
142.79 亿元，已投放贷款金额 113.08 亿
元，服务的园区客户同比增长 41.76%，
授信金额同比增加 51.31%，贷款发放同
比增加39.28%。

下一步，海南农信将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对
照自贸港建设、对标全国一流农村金
融服务机构、对表监管要求，实现从靠
政策、靠资源生存向靠产品、靠服务发
展转变，从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市场
化方式运作转变，从单一重视信贷投
放向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转变，全面
提升海南农信风险防控、公司治理能
力，坚守服务自贸港建设、服务“三农”
经济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百
姓共同富裕定位，做乡村振兴的银行、
做健康运行的银行、做充满活力的银
行、做专业敬业的银行、做清正廉洁的
银行，全力打造一流的自贸港金融服
务机构。

延边农商银行提升服务质效

存款余额突破400亿元

□ 周文军 通讯员 向镛

2022 年 12 月 27 日，随着四川省巴
中市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揭牌暨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的圆满结束，
标志着巴中农商银行以市为单位组建
统一法人正式开业，为深化农信社改革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
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省（自治区）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治理机制，稳妥化
解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农村金融
服务体系”，政策利好信号的相继释
放，都为深化农信社改革发展指明了
方向。2022 年 7 月，巴中市人民政府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组建市级统一

法人农商银行决策部署，印发实施
《关于组建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推
进工作方案》，正式部署启动组建改
革工作，明确以巴中农商银行吸收合
并南江、通江、平昌农信联社的方式，
组建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要求在
2022 年底前挂牌营业。同日，为更好
地推动农商银行改革各项工作，市委、
市政府成立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 4 个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以巴中农商银行为吸收
方的改革工作掀起了“盖头”。作为全
省组建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先行试
点的两个市州之一，巴中农商银行坚
持把改革工作作为今年各项工作的重
中之重，紧紧围绕省联社党委有关部
署，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任务，压

实工作责任，确保改革各项工作扎实
有序推进。

立足痛点 守正创新看长远

自 2016 年 7 月巴州区联社组建巴
中农商银行以来，全行业务规模不断扩
大，经营指标持续优化，盈利能力稳步
增强，支农支小功能日益提升，内控管
理严密有序，经营机制得到进一步完
善，逐步发展成为辖内存贷规模稳居市
场第一的地方主力军银行。2021 年，
巴中农商银行在全省农信系统等级评
定中排第 28 名，等级分类为“B 类行
社”。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各项存款余
额 248 亿 元 ，占 全 市 金 融 机 构 的
31.93%；各项贷款余额 166 亿元，占全
市金融机构的 27.89%。近三年，巴中

农商银行的监管评级分别为 3B、3C 和
3C，均居于其他几家县级法人机构之
上。从各项指标和市场规模来看，巴中
农商银行的经营管理和效益都处于中
上水平，存贷市场规模、内部管理制
度、潜在发展优势都优于市内 3家县级
法人机构。

“当前面临疫情防控、经济下行双
重压力的严峻形势，巴中又是经济后发
地 区 ，2021 年 全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为
742.51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2.74万元，
在全省排名靠后，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
市场都严重体现出发展不足的态势，如
此形势下再提改革，会不会分散当前经
营业务的精力、影响下半年的发展？”巴
中农商银行的部分股东亦表达了内心
的担忧。 （下转2版）

点燃农信社改革“引擎”
——四川巴中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揭牌开业

2022年以来，山西晋城农信社依托“党建
共创”行动机制，坚持“扶龙头、强基地、带农
户”的发展思路，围绕市委、市政府“三农”产
业发展布局，以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为目标，
通过“党建+”模式，精准服务涉农产业链发
展，做到稳“链”、强“链”、壮“链”，全力支持
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截至 12月末，晋
城农信社涉农贷款净增 68.74亿元，涉农贷款
余额达 377.10亿元。

“党建+大棚产业链”，带动蔬菜产业

晋城市沁水县龙港镇青龙村已建成 300
余栋设施蔬菜大棚，蔬菜年产量达 400 余万
斤，人均增收8000余元，是晋城市独具魅力的

“生态农业园区”。近年来，当地农商银行与青
龙村开展“党建共创”行动，双方联合开展整村
授信，通过“背靠背”评议信用户，为有金融需
求的村民集中授信，解决蔬菜产业发展中的资
金难题，取得了显著成效。2022年，当地农商
银行在该村评定“信用户”138户，占全村户数
的 68.7%，授信户数 81户，授信金额 495万元，
占比达58.6%，累计发放小额信用贷款1180万
元。同时，该行发挥“金融村官”优势，积极对
接菜苗引进、渠道销售、科技赋能等小微实体，
为菜农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建立“资源联用、活
动联搞、服务联动”的合作模式，受到了村民们
的广发赞誉。

“党建+养殖产业链”，助力养殖大户

晋城恒泰农牧有限公司是一家既有配套
的禽畜无害化处理厂和饲料加工厂，又有完整
的养殖业产业链的企业，发展规模养殖产业得
天独厚。当地农商银行通过“党建共创”机制，
主动对接沁水县郑村镇政府、畜牧兽医服务中
心，联合召开全镇养殖企业、养殖大户对接恳
谈会，采取批量授信举措，支持“龙头企业+养
殖专业合作社+村集体+养殖大户”全产业链
闭环发展模式，解决养殖主体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慢的问题。客户经理向现场60余户养殖
大户宣讲信贷政策和“晋享贷”产品，帮助养殖
户找市场、上规模、增效益，激发信贷需求，一次性批量授信小微企业互
助贷款29户，授信金额1370万元，用信额1265万元，激发地方生态畜牧
产业链加快发展。

“党建+蜂业产业链”，扶持特色品牌

晋城市沁水县“荆条花蜂蜜”曾获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证书，是响当当的优质品牌产品。2022年以来，晋城农信社按照

“绿色发展”要求，运用“党建+”模式，支持沁水县养蜂龙头企业建设“蜜
蜂小镇”，带动蜂种、收购、加工、出售等蜂业产业链，走“小规模、大群体”
发展之路。目前，沁水县养蜂已达 5万余箱，占全省蜂群总量的五分之
一，培育出5个中小型蜂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38个养蜂专业合作社，蜂
农1200余户，蜂产品购销经营户20余户，培育出常慧、常金辉等50余户
年养蜂收入 10万元以上的养蜂典型。目前，沁水农商银行投放小额信

贷资金7645万元，专项支持蜂业产业发展。 王林东 引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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