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安徽绩溪
农商银行不断提升员工

“反诈防诈”意识和能
力，练就员工“火眼金
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
安全。图为该伏岭支行
员工向客户讲解防范电
信诈骗技巧。 余昕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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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有成 杨春元

近日，青海省西宁市田家寨镇的千
紫缘，来自千里之外西安市的旅客们正
享受着“最高礼遇”，一一收到景区敬献
的哈达。这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
家3A级旅游景区今年迎接的第6批省外
旅客，也是青海农信支持“三农”，让农业

“龙头”更强、“龙尾”更活的一个缩影。

授信用信全覆盖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是长
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有“中华水
塔”的美称。然而，这里地广人稀、空气
稀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差距。青海
省农商银行（农信社）系统坚持“姓党”
的政治属性和“姓农”的生命属性，从

“马背银行、背包银行、草根银行”，凤凰
涅槃成“现代银行、手机银行、数字银
行”。而悠关农牧民企业和个人贷款

“通行证”的信用体系建设，更是及时迈
上了“快车道”，成了助力农牧民快速高
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据青海省农信联社党委委员、副主
任桑任庚介绍，青海农信自启动信用体
系建设以来，广泛开展信用等级评定，
逐户授信，全省已累计评定信用县 22
个、信用乡镇298个、信用村 3260个、信

用户 70.24 万户，覆盖率分别为 56%、
81%、79%、73.19%，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
覆盖率、可得性。

同时，青海农信着力聚焦“做普惠
金融工匠”的愿景，坚守“做小不做大、
做实不做虚、做土不做洋”的定位，让金
融服务跟着产业主体走，跟着社会治理
需求走，实现了对全省387个乡镇、4149
个行政村的金融服务全覆盖。近三年，
青海农信累计投放各类贷款1722亿元，
累计投放涉农贷款1051亿元，涉农贷款
余额达 526亿元，涉农贷款占比达 66%；
全省每 10 户就有 8 户享受到了青海农
信的服务，每 5家县域小微企业，就有 3
家获得过农商银行的支持，为服务地方
经济建设贡献了“农信智慧”和力量。

龙头农企“强中强”

祁连亿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国家级龙头企业，该公司董事长冶
明亮激动地向记者介绍道：“非常感谢
祁连农商银行连续每年 1000 万元的贷
款支持，否则三年新冠疫情难公司以维
持经营。”

在西宁市湟中区玉拉村，由政府投
资1.4亿元兴建的连片大棚多达1306座，
主要以培育草莓脱毒苗和蔬菜种植等。
育苗中心主任兼村支部书记曹有明介绍

道，育苗中心采用全国先进的茎尖脱毒
克隆技术，针尖大小的草莓花蕊上，经显
微镜下切分后可育出无毒草莓幼苗 800
株，一年可育无毒苗400万株，供应给省
内外的种植大户。如今，育苗中心在湟
中农商银行贷款余额还有86万元。

如同亿达畜牧和脱毒育苗，青海三
江雪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华枸杞
养生园、海东市青绣数字化经济总部、青
海江河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发
展壮大，也都得益于青海农信的支持。
青绣数字化经济总部负责人苏晓莉称，
青绣产业带动季节性绣娘30万人，直接
带动10万余人就业。江河源农牧科技公
司，创新榨油技术，以年营收 1.2亿元带
动其上中下游产业链发展。

“三农”小微遍地美

时值盛夏，青海省祁连县国家4A级旅
游景区卓尔山下却游客如织。山下麻拉河
村党支部书记刘钧带动全村24家农户开办
了924张床位的农家宾馆，今年纯收入可达
450万元。他说，这都得益于祁连农商银行
的大力支持。目前，该行已为山下麻拉河村
209户农户进行了授信，授信总额3800万
元，实际用信贷款126户、金额2300万元。

而祁连县夏塘村村支书兼职养殖
专业合作社法人马忠义，村集体和村民

个人联动创业，现存栏牦牛400头、肉牛
300头，年纯收入可达50余万元；西宁市
上山庄村民魏永录一年贩卖马匹近 300
匹，纯利润也在 20万元以上；乐都区木
木家庭农场老板李新强，不仅有百亩樱
桃采摘园，还有蔬菜大棚 7000平方米，
一年收入也在 20万元以上。他们都称
自己是农商银行的“老客户”。

青海拉面“拉向”全国

“青海拉面青出于‘兰’胜于‘兰’”。
这是化隆县最流行的说法。县拉面品
牌局负责人称，化隆籍人员在全国开有
拉面店1.8万家，年综合产值在200亿元
以上，已成为化隆县最响亮的一张名
片。这些也都得益于化隆农商银行“拉
面贷”的长期支持。化隆农商银行副行
长韩辉告诉记者，目前，该行已为化隆
籍 5745 户拉面经营户发放贷款 6.4 亿
元，“拉面贷”占比达30%以上，为拉面产
业注入了强劲的资金动能。

化隆县清澄的黄河边有一个“老落
后”公义村，以前是风蚀沙埋贫瘠的不
毛之地。如今，随着拉面产业的兴起，
在“拉面贷”的扶持下，现任村支书谭海
买先后带动全村325户村民在当地和外
地开办 118家拉面店，户均年收入 16余
万元以上。

□ 钟愿明 通讯员 严建国桑锣

湖北荆州，江汉平原腹地，河流纵横
交错，湖库星罗棋布，享有“中国淡水水产
第一城”的美誉。长期以来，在湖北省农
业产业中荆州水产业地位尤为突出。

“企业有客户，农商银行有资金，如何
将农村产业链上的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和
资金资源进行融汇贯通，让金融强农更有
张力，这是荆州农商银行一直在积极实践
的课题。”在金融支农强农的路上，湖北荆
州农商银行董事长梅素益始终在思考和
实践。

“发力水产大文章，挖掘强农大资
源”。荆州农商银行及辖内 6家县级农商
银行加强金融产品创新研发力度，发挥产
业链上核心企业的综合优势，推广“B（银
行）+1（核心企业）+M（上下游客户资
源）”——“链式微贷”金融服务，为推动水
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活链”注入强劲的
资金“活水”。目前，荆州农商银行已对接
各类核心企业 22户，授信 11.2亿元，发放
贷款385户、金额3.2亿元。

抢占“预制赛道”延链“荆州味道”

在荆州，从监利的小龙虾到公安的大
闸蟹、从洪湖生态甲鱼到石首笔架鱼
肚……越来越多的“预制菜”登上了消费
者的餐桌。不少专业从事淡水特色鱼类、
虾类、鳖类和蟹类等水产加工企业争相瞄
准“新蓝海”，踊跃跨入“新赛道”。

为支持当地打造“华中水产品预制菜
之都”，建设“预制菜”生产基地，延链“荆
州味道”，顺应产业链条金融需求。洪湖
农商银行发力“链式微贷”服务优势，将金
融“活水”向“核心企业+水产加工龙头企
业+上下游养殖户”精准滴灌，支持当地

“预制菜”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发展壮大。
该行先后向华贵食品公司及上下游经营
主体累计贷款 3.87亿元；向新宏业食品、
井力水产等水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上下
游养殖户累计发放贷款6.83亿元。

“精选核心企业，是创新供应链金融
的首要条件之一，不仅仅体现在核心企
业的融资方面，更重要的是能整合产业
链上下游资源，产生协同发展效应。”荆
州农商银行信贷部负责人介绍说，华贵
食品公司是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现代
水产加工的龙头企业，其产业链条上下
游客户涵盖“荆州味道”的相关企业、伙
伴企业、会员、农户和员工五类客户群
体。在农商银行的支持下，荆州市多地
的“预制菜”工厂项目建设已按下“快进
键”，“预制菜”产业已踏上延长特色水产
产业链条、促进农户增收致富的“快车
道”。

解冻“仓储存货”补链“中央厨房”

“冷库有近 40个仓储，高温可以调到
零上 16摄氏度，低温可以调到零下 40摄
氏度。”在荆州区九阳工业园内，被称为

“中央厨房”的湖北太辉农产品深加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辉公司”）总经理朱
海涛带领记者参观冷库区、制冰车间、冷
链农产品深加工区。

采访中，贴有“农商银行质押物专库”
标识的库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太辉公司市场、品牌、资源、资金
优势明显，我们将其作为产业链核心企
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量身定制
了‘链式微贷—太辉冷链’服务方案，解
决借款人采购原材料、阶段性库存占
压、产品赊销垫付等流动资金需求。”荆
州农商银行信贷部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道。荆州农商银行荆州支行通过该公
司的商户存储信息，精准识别该公司客
户链条的优质伙伴企业客户，为其提供
配套金融服务，实现“商流”“资金流”

“信息流”等的多流合一，保持全产业链
的协同发展。

据了解，为强化风险控制，由农商银
行、太辉公司、借款人三方约定质押物种
类、数量、价值等最低要求，对最低要求以
内的质押物出库，必须提前偿还对应贷款
额度；质押物价格下跌超过 10%时，农商
银行需向借款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追加
质押物或提供新的担保措施。经太辉公
司授权，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可在手机中下
载冷库实时可视监控APP，实施24小时监
控管理。

目前，荆州农商银行荆州支行创新链式
金融服务模式，为太辉公司综合授信7000
万元，已发放贷款2000万元。 （下转3版）

□陈晖

近年来，随着大型银行下沉，以
及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农商银行面临
着更多的同业竞争压力。在这个不
确定因素增多的时代，农商银行应立
足广阔的农村市场，围绕大型银行等

“做不到的地方、做不了的客群”下苦
功夫，在做大客户群体、做小客户中
抢抓发展“蓝海”，构建新时代的差异
化竞争力，为基业长青奠定基础。

今年以来，海门农商银行深入贯
彻落实“新三年”发展规划，推进组织变
革、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重点打造“公
司业务直营团队、普惠业务微贷团队、
收单服务助理团队、数据分析团队”四
大专业队伍，解决在发展过程中人才队
伍布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构建健
康有序的内部合作与竞争机制，为业务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队伍保障和人才支
撑；倒逼客户经理加大对100万元以下
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力度，目的就

是通过做大客户数、做强信贷基础，来
提升发展质量。截至5月末，该行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153.31亿元，较年初增
加15.99亿元，增幅11.65%，海门地区
全辖普惠小微贷款净增32.27亿元，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位居海门地区第
一，增量占海门地区近一半。

农商银行根植地方，网点覆盖面
广、员工数量较多，离农民最近，与农
民最亲，有着天然的“百姓银行”属
性。如何将农商银行诸多优势充分发
挥、赢得广大农村客户的支持，考验着
农商银行管理层的智慧。海门农商银
行切实转变营销理念，以“利他”思维
行“利他”之事，着力打造“惠企金融”

“惠民金融”两大工程，形成“一份惠企
金融告企业书、一封惠民金融告百姓
书、一个授信额度、一张用信体验优惠
券、一份用信还款指南、一个‘状元宝’
微信小程序、举行一场活动”的“七个
一”工作机制，为客户提供“一揽子”金
融解决方案，以提升客户服务体验，提

高触达转化。今年前5个月，该行新
增各项贷款29.71亿元，占海门地区
新增贷款的21.12%，增量排名第一。

农商银行正处于转型爬坡、提速
换挡的关键时期，如何加快创新步
伐，以创新引领差异发展，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海门农商银行创
新文化升级品牌焕新，着重打造“幸
福金融 百姓银行”品牌，将造福广大
百姓作为最大责任，为广大百姓创造
更大幸福和福祉，以普惠金融高质量
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以“一行一
册”“一部一册”“一人一表”为抓手，
以“PK”机制为发力点，推动各条线部
门进一步创新工作理念、提升工作标
准、强化服务效能，打造更多的业务
标杆示范；打造“微企易贷”“富农E
贷”等拳头产品矩阵，提升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开展数字人民币应
用的“扩面赋能”行动，提升群众对数
字人民币的体验感和满意度，推进海
门农村金融生态加速形成。

应对大型银行服务下沉的“守”与“攻”
海门农商银行这样做

“渔”跃“农”门海天阔
——荆州农商银行创新“链式微贷”助力打造特色水产集群

□ 周文军通讯员任朝政袁婷

仲夏时节，笔者一行沿着蜿蜒的
盘山路走进四川省北川县曲山镇石
椅村。一幢幢传统羌式风格与新中
式风格兼容的民宿掩映在翠绿如画
的青山环抱中，让石椅村自然之美与
生态之美巧妙相互融合的同时，展现
了羌山儿女勤劳致富的生动实践。

“从灾后重建、精准扶贫到乡村
振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离不开北
川信用联社的信贷支持和贴心服
务。石椅村在 2008年地震中遭受较

大损失，灾后重建主要就是靠信用
社，我们亲戚朋友都需要建房，找哪
个借钱嘛，关键时刻，还是农信社在
帮助我们。北川县农信社扛起责任，
积极发放重建贷款，为我们村发放了
70 户、金额 330 万元的贷款，让我们
村老百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房
屋建设。”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

陈爱军介绍，由于当时基础设施
落后，石椅村产业发展一片空白，村
民们仅仅依靠传统农耕和外出务工
维持生计，日子过得捉襟见肘。2010

年，他就任石椅村村支部书记，政府
号召村民再创业，这时，北川县农信
联社再次走在前面，5年时间先后两
批投放妇女创业贷款 25户、金额 200
万元，让石椅村的“农家乐”得以再次
迎来发展机遇。2016年，按照精准脱
贫的要求，该联社再次发挥农村金融
主力军的作用，出台优惠政策，投放
扶贫贷款60万元，让后一批发展的农
户跟上脚步。近年来，石椅村定位发
展乡村旅游，在此过程中，北川县农
信联社一路相伴，为村民量身定制金
融服务方案。 （下转3版）

北川县农信联社 信贷支持羌寨旧貌换新颜

自甘肃省农信联社新一届党委组建
以来，指导各行社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将企业文化建设与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机结
合起来，深入挖掘经营理念、管理理念、
核心价值观等企业文化内涵，丰富和发
展了“大信为农、相合共生”核心价值理
念，构建“以人为本”的“家园文化”。

管理文化与时俱进。甘肃省农信
联社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小法人+大平
台”优势，认真履行管理、指导、协调、服
务职能，始终把管理文化、信贷文化、行
为文化、廉洁文化寓于经营管理之中，
制定了《甘肃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员工
行为准则》，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吃苦耐
劳、锐意进取、甘于奉献的“背包银行”
精神和严谨务实、照章办事、规范操作
的“三铁”精神，坚持以提高效益为中
心，不断增强市场意识和客户意识，正
确处理好规模与速度、质量与效益、发
展与风险、改革与创新、管理与服务的
关系，不断完善“党建统领、合规经营、
创新驱动、稳健发展”的管理理念。
2021年 12月，甘肃省农信联社提出的

“强党建、促发展、化风险、严整改、抓合
规、增效益、真关爱”的21字工作总要求
逐步深入人心，以“甘肃农信是我家、我
为农信添光彩”为主题的“家园文化”建
设不断加快，网点标准化建设积极推
进，理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
质文化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核心价值理念领先。“天地相合，以
降甘露。”甘肃农信总结提炼出了“大信
为农、相合共生”的企业核心价值理念。

始终以至高之信用、最诚信之道，以农为
本、为农服务，构建起了坚固的休戚与
共、同生共荣的“三农”发展共同体。

品牌文化特色鲜明。甘肃农信行
徽标识主体为圆形，由“甘”“肃”两字
汉语拼音字头“G”“S”变形生成的圆形
方孔钱和飘带组成，古钱币造型突出
金融行业特征，飘带造型象征敦煌飞
天挥舞的长袖，是甘肃历史文化的典
型符号；坚持统一品牌标识、统一对外
形象、统一广告宣传的“三统一”原则，
规范甘肃农信企业理念识别、视觉识
别、环境识别和营业网点装饰装修标
准，推动营业网点规范化、标准化、智
能化建设；并将“飞天”系列品牌的建
设贯穿于业务经营各方面，研发了一
些符合农信企业文化品质和客户体验
度良好、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的金融产品，诸如，“飞天信用卡”“飞
天E交费”“飞天E生活”等系列产品，
网络金融吉祥物“飞飞”的对外发布，
提升了甘肃农信“飞天”品牌影响力。

“家园文化”蔚然成风。甘肃省农
信联社新一届党委高度重视企业文化
建设，从2022年开始，在全体员工中组
织开展了爱社（行）爱岗主题活动，贯
穿整个“十四五”期间，坚持“六条原
则”，做到“六个结合”，积极推动“以人
为本”的“家园文化”建设，倡导“员工
热爱行社、行社关爱员工”和“企业靠
员工繁荣发展、员工靠企业实现价值”
的新理念，年度实现“六个明显转变”，
实现“员工受教育、管理上台阶、发展
开新局”的奋斗目标。 范卫成

健全信用体系 护航实体经济
——青海农信让农业“龙头”更强“龙尾”更活

甘肃农信坚持“以人为本”

推进“家园文化”建设

□ 本报记者 丁鸿雁 通讯员 李兆琪

党的二十大向金融工作提出了
“以政治性为引领、以人民性为立场、
以专业性为保障”的要求，近年来，山
西尧都农商银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以“金融为
民，国之大者”为胸怀，恪守“百姓银
行”发展宗旨，蹚出一条自身发展与普
惠金融同频共振的新路子。

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尧都农
商银行紧紧围绕山西省联社、临汾审
计中心党委的部署安排，不断提升党建
和党风廉政建设成效，形成“以党建促
发展、以发展强党建”的良好局面。该
行将党的领导写入公司章程，通过发挥
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始终确保支农方
向不偏、经营宗旨不变、发展质量不降。
该行党委积极履行“一岗双责”，坚决扛
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把“456”党
建品牌创建融入经营管理全过程，常态
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形成“干
部带党员、党员带全员、全员访客户”的

良好互动；持续深化“微贷投放转型”，大
力学习借鉴“常熟模式”，进一步推动贷
款投放“做小做散”，不断压降大额贷款
占比，提升100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截
至 6 月末，该行实体贷款较年初净增
23.14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
净增4.71亿元。

践行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尧都农
商银行始终坚持支农支小的战略定
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天职，以支持地
方建设为己任，坚决扛起“百姓银行”
政治担当，让广大客户享受到更加普
惠的金融服务。

工作中，该行整合优化现有信贷
产品体系，在全省农信首家推出“公积
金”贷款产品，产品上线6个月来，已发
放4403笔、余额3.42亿元，不断提升个
人消费类贷款贷款市场份额；根据小
微企业主经营特点，推广“商户通、商
融通”等循环类贷款，让客户在授信范
围内根据经营需要自主决定用信金
额。截至6月末，循环类信贷产品放款
金额 4.57亿元，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急、融资频”的问题。 （下转3版）

“百姓银行”是怎么炼成的？
——看尧都农商银行如何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