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无为徽银村镇银行成立于2010年8
月，是徽商银行第一家附属子公司，由徽商
银行主发起，联合无为市城投公司、无为其
他企业及自然人共同设立，注册资本1亿元。

自开业以来，无为徽银村镇银行充分发
挥决策链短、机制灵活的优势，积极支持“三
农”、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发展，累计投放
各项贷款 218.28 亿元，累计缴纳各项税金
1.51亿元。近年来，无为徽银村镇银行先后

获得“全国支农金融服务先进单位”“非现场
监管信息系统升级测试工作突出贡献奖”

“三大工程支农金融服务先进单位”等多项
殊荣。截至2022年末，无为徽银村镇银行总
资产、总负债分别达到 39.30 亿元、38.07 亿
元；各项存款36.73亿元，市场份额4.84%；各
项贷款 22.80 亿元，市场份额 4.66%；当年实
现营业收入1.33亿元，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

“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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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无为徽银村镇银行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 龚杰 通讯员 孟凯

2010 年 8 月 8 日 ，作 为 徽 商 银 行
第一家附属机构，安徽无为徽银村镇
银行在江北大地落地生根，积极投身
乡村振兴，全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成为县域“支农支小”主力军。随着

“三农”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转向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无为徽银村镇银行
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坚守服务“三农”
的发展定位，围绕农村金融服务的难
点和痛点，持续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
开展改革创新，为“三农”工作提供坚
强的金融保障，引金融“活水”助力乡
村振兴。

构建新型模式 激发内生动力

“当前，安徽正处于从农业大省向
农业强省迈进的关键时期，也处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阶段。作为服
务县域的村镇银行，面临发展的重大

战略机遇，必须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
位，充分发挥法人银行机制灵活的优
势，坚持改革经营模式、创新产品服
务，沉下身子深耕乡镇蓝海市场，走出
一条具有村镇银行特色的错位经营、
高质量发展道路。”高磊行长用铿锵有
力的话语，道出了对本源初心的坚守。

近年来，无为徽银村镇银行持续
推动经营管理改革，探索打造服务县
域地区的特色化经营发展模式。2019
年以来，先后成立小微金融部、普惠金
融部、金融科技部，设立两家个贷中
心，搭建更加专业高效的管理架构；加
快培育“两极三翼”支行发展新格局，
充分结合各营业网点所在区域经济、
人口、产业、资源特点，锁定支行业务
发展方向和目标，相继明确服务“三
农”的西南乡一体化经营特色支行、

“服务电线电缆行业”等小微企业的特
色支行等发展定位，加快布局、深耕细
作，着力培育、提升“三农”小微业务金

融服务水平；配套科学考核机制，围绕
支农支小市场定位，科学优化考核机
制，将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纳入目
标责任制考核，设置户均贷款、100 万
元以下贷款占比等市场定位考核指标，
个人贷款由“余额”考核调整为“日均”
考核，在坚持小额分散原则的基础上，
推动加大加快信贷投放力度和进度，激
发内生动力，促进地方重点产业和实体
经济发展。

创新产品服务 践行使命担当

濒临长江之畔的无为市向水而生，
择水而憩，因水而兴。近年来，无为市
以水产养殖业为抓手，扎实推进“一镇
一业、一镇一园”建设，重点培育螃蟹、
龟鳖、稻虾综合种植养殖等特色农业产
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水动力”。

“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深度参
与，金融机构的发展也离不开地方特色
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无为徽银村镇银
行紧紧依托发起行的品牌和产品服务
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产业，持续创新产
品服务，围绕种植养殖产业及上下游供
应链先后推出‘特色种植养殖贷’‘徽茶
贷’等细分产品，精准服务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助力特色农业产业不断壮大。”
高磊行长介绍道。

“养殖不等人，感谢无为徽银村镇
银行，审批快、放款也快，解决了我们
的燃眉之急！”螃蟹养殖户马先生脸上
挂着幸福的笑容向记者说道。起初听
其他村民介绍，只要诚信经营，不用抵
押就能申请到贷款，马先生还不相信。
在无为徽银村镇银行工作人员多次上
门、耐心解释后，夫妻俩才打消了顾
虑 ，递 交 了“ 特 色 种 植 养 殖 贷 款 ”申
请。短短两个工作日内，马先生就收到
了 30 万元纯信用贷款资金，丝毫未耽

误螃蟹养殖期。在体验了无为徽银村
镇银行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后，马先
生已经向周边 50 余户养殖户推荐了该
行信贷产品，带领大家一起走上了螃蟹
养殖的致富路。

钱先生 2014 年承包山林开始了白
茶种植之路。经过不断地开发，目前
实 际 种 植 面 积 已 经 达 到 了 1600 亩 ，
60%的茶园已经进入了丰产期，并注册
了“石婆洼”白茶品牌。茶产业作为无
为市昆山镇“一镇一业”的特色产业，
近年来发展态势良好，但茶企茶农仍
然存在融资难问题。2022 年初，无为
徽银村镇银行通过深入调研，根据茶叶
种植、加工、销售等特点，创新推出“徽
茶贷”产品，为茶叶产业生产经营全流
程提供资金支持。该行通过“徽茶贷+
劝耕贷”组合产品模式，成功发放了
400 万元农户贷款，及时有效解决了钱
先生扩大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无为
徽银村镇银行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
银行。”钱先生称赞道，并介绍准备继
续开发 200 亩左右的茶园，打造集采
摘、娱乐于一体的茶叶公园，进一步
扩大“石婆洼”白茶品牌影响力，带
动周边地区茶叶经济发展。

这些只是无为徽银村镇银行
服务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开业以来，无为徽银村镇银
行积极支持“三农”、个体工商户
和小微企业发展，累计投放
各项贷款超 200 亿元，累
计缴纳各项税金近 2亿
元，为提升县域金融
服务水平、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发
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
（下转B2版）

高管访谈

以改革创新激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动能
——访无为徽银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行长高磊

无为徽银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行长高磊

□ 李敏敏

近年来，浙江银保监局（现浙
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深入推
动银行保险机构找准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的着力点，深化“三农”领域
融资畅通工程，提升了涉农主体金
融服务获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

打好“质量牌”
丰富服务场景

浙江玉环，清港镇垟根村，就
在一大片文旦树旁，种植户吴希君
围着文旦专家、浙江省农业科技先
进工作者陈青英不停提问。

垟根村文旦种植面积达2200余
亩，是玉环重点文旦生产示范基地之
一，垟根文旦也成了玉环文旦的重要
对外品牌。然而，在种植文旦的过程
中，如何防治“黄龙病”一直是压在村
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黄龙病”被称
为“柑橘癌症”，对于种植文旦的农户
来说，“黄龙病”是天敌、是“灾星”，具
有发展迅速、难以治愈的特点。幼树

一旦染上，便会逐渐失去结果能力，
直至枯萎，最终成片死亡。

一方是对增收充满期待的村
民，另一方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农技
专家。促成这场现场对接的，是浙
江玉环永兴村镇银行开展的“农民
大培训”活动。通过现场授课将农
民群体最需要的农技知识、金融政
策送到他们身边，以“技术+金融”
的服务模式为垟根村十几位种植
大户送去了增收“锦囊妙计”。今年
以来，累计开展“农民大培训”活动
17次，涉及农民群体800余人次。

陈青英在林间仔细察看起来，
她指着果树说：“‘黄龙病’，可防不
可治。要抓好木虱防控，做好无毒
种苗的培育管理，一旦发现病树一
定要全面清除，及时补种，从源头预
防‘黄龙病’。”她一边说着一边拨开
土壤，现场演示如何辨别病树。

“文旦是我们奔富的‘金果
子’，果树健康，我们干得才更有
盼头。”在边上认真观摩领会的吴
希君说道。 （下转B2版）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翅膀翅膀””
———沪农商系村镇银行提升服务向—沪农商系村镇银行提升服务向““农农””而行而行

县域，是乡村振兴的
“主战场”。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

一份子和重要组成部分，沪农商系村
镇银行始终争做县域经济发展的参与
者、转型发展的建设者、创新发展的推
动者。

在县域经济这片生机勃发、物产丰
饶、大有可为的沃土之上，沪农商系村
镇银行不断向下扎根、提升服务，向农
而行。

党建引领，战略构图，科技赋能，人
才奋进，伴随着县域经济不断展翅高
飞、攀登高峰，沪农商系村镇银行的“金
融引擎”力量愈发强劲。

自 2021年以来至 2023年 5月末，35
家沪农商村镇银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
约为267亿元，其中涉农贷款约为176亿
元，将信贷资金投放在当地、服务于当
地、建设于当地。

聚焦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共同富
裕、巩固脱贫，服务“三百六十行”，小到
一粒种子，大到一件制造设备，沪农商系
村镇银行在支农支小中，持续为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和新活力。

争当地方政府的

“千里眼”和“智能手”

县域经济如同一张庞大的“信息
网”，容不得一条线路出现故障。如何
确保县域经济这张“信息网”高效运行，
地方政府需要借助“千里眼”看清故障
所在，锚定未来发展目标；需要“智能

手”在最短的
时间内修复故障，为

战略发展保驾护航。
为 解 决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难 、转 型

难、创新难等方面的难题，沪农商系
村镇银行不断发挥自己的特长、功效
及优势。

针对当地政府引进、关心、培育、支
持的民生项目、工业项目、产业项目等
项目，山东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持续为
相关项目的转型发展和创新发展，提供
支付结算、存款理财、信贷融资、金融咨
询等一揽子综合化金融服务。

水产养殖是日照市政府重点培育
和支持的产业项目。日照市村民王伟
均曾常年在青岛、烟台等地从事房屋装
修工作，并成立了自己的装修队伍，工
程收入非常可观。当收到日照市政府
大力支持水产养殖的讯息后，王伟均便
义无反顾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开始
从事对虾、梭子蟹养殖。

建设家乡、回报家乡、富裕家乡，是
王伟均在孩童时立下的人生志向。从
事水产养殖后，王伟均投入的精力和热
情，与日俱增。由于缺乏养殖经验，在
水产养殖上入不敷出、严重亏损的王伟
均，创业梦面临“破碎”。

得 知 王 伟 均 水 产 养 殖 陷 入“ 困
境”，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微小专营团
队客户经理王芳，第一时间前往王伟
均水产养殖场了解情况。经调查了
解，王伟均性格敦厚，对周边村民有求
必应，内心怀有对家乡和水产养殖的
深切热爱。

当天，王芳便将“惠民贷”20万元发
放到位，王伟均不仅利用此笔贷款购买
了虾苗、蟹苗，还扩大了水产养殖规
模。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还邀请水产
养殖专家上门指导王伟均科学养殖。

再次来到王伟均的水产养殖
场，一只只对虾、梭子蟹在清澈的海水
中，来回游动，长势良好。据王伟均介
绍，对虾、梭子蟹即将对外出售，市场价
格超过预期10%，且还有上涨的空间。

据介绍，自 2021年以来至 2023年 5
月末，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累计投放水
产养殖相关的贷款 580余笔，金额 9800
多万元。

争当地方政府的

“推土机”和“绣花针”

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众多困难，前行
的道路多是坎坷、崎岖。

湖南桂阳沪农商村镇银行坚定不
移争做当地政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推土机”，推动县域经济走最平、最
直、最宽、最快的发展道路，服务县域经
济，不惧万水千山、危峰兀立，该行干部
员工用勤劳的双手和汗水，绣出一幅幅
绚丽多彩的“普惠强农图”。

巍巍泗洲山，手可摘星辰。湖南省
桂阳县泗洲山海拔1425米，常年云雾缭
绕，被品类繁多的植被覆盖着，目力所
不及，被誉为“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更增加了世人对它的神秘感。

对于桂阳沪农商村镇银行微小团
队客户经理陈姣姣、喻昕波来说，对泗
洲山再熟悉不过了。每个星期，陈姣
姣、喻昕波都要沿着30多公里的盘山碎
石路，前往海拔900米的山腰，查看农户
付显南高山羊养殖情况。

农户付显南曾常年在东莞务工，为
积极响应当地政府提出的青年返乡创
业号召，付显南怀着对家乡和故土的无
限爱恋，开始尝试高山羊养殖。作为一
名“门外汉”，因缺乏养殖技术，高山羊
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加之建设羊舍、流转
牧草种植荒田、修建山路等，投入了大量
资金，让本就资金窘迫的付显南更加难
上加难。

就在这个时候，付显南通过微信看
到桂阳沪农商村镇银行客户经理喻昕
波在当地社区村居群推广“惠民贷”，付
显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便打通了喻昕
波的电话。让付显南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喻昕波第二天便沿着30多公里的盘
山碎石路，来到付显南高山羊养殖基
地，为付显南办理了“惠民贷”。

正是有了桂阳沪农商村镇银行的
资金支持，让付显南在高山羊规模化养
殖上大展身手。“2021年以前，我们基地
养殖高山羊不足70只，在桂阳沪农商村
镇银行的支持下，现在养殖规模已经达
到500只,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付显南介
绍说道。

小小高山羊，让付显南誉响整个郴
州市，不但通过艰苦创业致富，还成为
了一名光荣的党员，并被郴州市政府评
为“青年致富带头人”，养殖基地被桂阳
县政府评为“示范家庭农场”，被专业机
构评选为“湖南省5A级绿色服务三农金
牌家庭农场”，多次被郴州市政府邀请
参加畜牧业产业发展会议，现场向广大
养殖户传授高山羊养殖技术。

付显南成功的背后，是桂阳沪农商
村镇银行的默默守护和鼎力支持。自
2021年以来至 2023年 5月末，该行累计
在全县范围内投放与养殖产业相关的
贷款460余笔、金额1.39亿元。

陈姣姣、喻昕波徒步行进在云雾缭
绕的盘山碎石路上，心里装着责任与担
当，眼里充满坚毅与果敢，双脚鞋子上
厚重的泥巴，是青年永不止步、昂首奋
斗的倔强。

心怀人民利益，争当地方政府的
“推土机”和“绣花针”。桂阳沪农商村
镇银行微小团队，每天行进在蜿蜒起伏
的山路上，走访乡村，日行 100多公里，
磨破了鞋子，开坏了车子，可内心那份

“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的责任
与使命，依然执着无悔。

争当地方政府的

“排头兵”和“勤务员”

云南瑞丽，享有“经济之花”的美
誉。瑞丽沪农商村镇银行争做当地政
府推动“边疆经济”“高山经济”“棚菜经
济”发展的“排头兵”和“勤务员”，将更
多金融“活水”流向“三农”，助推当地

“棚菜经济”产业发展。
瑞丽市与缅甸接壤，两国村寨相

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地肥沃，拥
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因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瑞丽沪农商村镇银行又被
称为扎根边疆最远的“哨所村镇银行”。

早年，一大批保山人民来到瑞丽参
与边疆建设，其后代亲戚中，在瑞丽市
坝区租地发展种植业，逐渐形成了一个
特殊农户群体，成为“新边民”。

他们依托瑞丽市锋鑫公司在边境
喊沙村蔬菜种植基地种植农产品，不但
满足本地“菜篮子”，还将种植特色高原
反季节蔬菜输送至全国各地。目前基
地将近有 65 户菜农，种植面积共达到
700余亩。

2022 年 5 月底，菜农杨学国因交租
问题，求助于锋鑫公司负责人王总。“有
困难找瑞丽沪农商村镇银行。当初在
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他们给予了我资
金支持，才让我有了今天的发展局面，
我帮你对接。”王总说道。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
了解到菜农困难和需求后，瑞丽沪农商
村镇银行客户经理李本银、赵德民迅速
来到蔬菜基地对接菜农。

由于农户们为了方便干活，生活起
居都在田间地头，每户间隔距离较远。
经过走访，情况核实后发现，这些菜农均
不是喊沙村本地户口，且在该村无自建
房等住所，原则上不符合“信贷要求”。

在走访中，菜农杨学国说到：“已经咨
询过多家金融机构，都表示比较困难，我租

了近20亩地，五年租金近20万元，交不了
租金，农田没法再种蔬菜，而且像我一样的
菜农将近七十户，都是急需资金交租。”

倾情服务“三农”心连心。瑞丽沪
农商村镇银行客户经理李本银、赵德民
深感农户们的不易，本着为农户解决困
难的初心，将农户们的情况迅速上报至
行领导，并提出将这些“外来”农户们划
作一个“虚拟村寨”的构想，对他们开展
整村授信和帮扶工作。

经过研究，方案可行。李本银、赵
德民迅速行动，经过3天连续奋战，向农
户们累计完成授信54笔、金额686万元，
充分展现出瑞丽沪农商村镇银行“小、
快、灵”的业务特点和优势。

当杨学国在手机银行提款 20 万元
“惠民贷”交完地租后，开心地对李本银说
道：“瑞丽沪农商村镇银行业务办得快、服
务优、利率低，实实在在为我们菜农们解
决了困难，你们不仅是服务农户的‘排头
兵’，更是服务农户的‘勤务员’。”

经过一个冬季的精耕深种，菜农们
每亩菜地平均增收8千元到1万元。

瑞丽沪农商村镇银行守正创新，加
快村居金融服务建设，自2021年以来至
2023年 5月末，对 70多个村寨的农户累
计授信800余笔、金额超过1.1亿元。

为支持、赋能、驱动县域经济发展，助
推县域财力提质增效，保障和增进民生福
祉，自2021年以来至2023年5月末，35家
沪农商系村镇银行向当地累计缴纳各项税
款约为两亿元，进一步确保县域经济“中国
式现代化”的成色更亮、底蕴更美。

普惠强农，初心为民。沪农商系村
镇银行将在主发起行上海农商银行的战
略引导下，因地制宜、科学施策推动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全方位+多样
化+立体式”的金融服务模式，凸显“金
融引擎”的“红色烙印”和时代动能，成为
地方政府信得过、派得上、打得赢的“金
融铁军”。 许庆鹏

一颗果子的“致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