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成立于2011年1月，
是一家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总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西辛南区乙62号。

在全新的现代经济建设中，北京顺义银座
村镇银行扎根当地，锐意进取，坚持不断地为

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截至目前，该
行已在顺义当地设立了12家营业网点，并多次
获得各级政府、监管部门授予的全国优秀村镇
银行”“全国百强村镇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先进单位”“首都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该行遵循“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专注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为每
一位客户提供简单、方便、快捷的个性化服务。

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情倾“三红”产业

以“金融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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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

全力打造“小微企业伙伴银行”

□ 伍洪 方有成

全国金融界有个公认的说法：小微
金融“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州”。北京
顺义银座村镇银行由台州银行主发起设
立，厚植特色企业文化，做到“以文润
色”，该行持续探索提高金融服务小微企
业质效，在全国1645家村镇银行里有着
很高的美誉度，该行在支农支小，惠农强
农，支持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前不久，记者赶赴京郊顺义，专访了
北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杨
灵国，探寻该行的发展奥秘。

台州“南风”京郊化“春风”

“‘银座银行’就是好！办理贷款就是
快！我们这一条街的商户都是他们的客
户。”在北京市顺义区石门市场，来自河北
易县的水果商赵老板高兴地告诉记者。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一
股新生的金融力量从东海之滨而来，在京
郊大地上生根发芽12年，秉承支农支小的
市场定位，不断向下深耕。北京顺义银座

村镇银行自2011年成立以来，立足京郊实
际，满足小微企业融资“短、小、频、急”的需
求特征，为客户提供简单、方便、快捷的金
融服务，打通了一条以社区居民为基础、以
小微客户为受众的村镇银行“新航道”。

说起“银座银行”的发展历程，杨灵
国董事长如数家珍，侃侃而谈。自己本
是千里之外的浙江台州黄岩人，1994年
大学毕业即进入台州银行，彼时的台州
银行才100多名员工。如今成立快35年
的台州银行，员工已超万人。2011 年 1
月，台州银行挟改革之劲风，一路北上吹
拂到了京郊顺义，化作缕缕春风，联合当
地国有上市农企“顺鑫农业”发起设立北
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从此在京郊这片

“顺风顺水又顺义”的热土上生根开花，
结出累累硕果，成为超大型城市中一家
举足轻重的村镇银行。杨灵国董事长清
楚地记得，自己主动请缨外派顺义时，正
是不惑之年，而今，他已经把人生中最美
好的8年岁月奉献给了“银座银行”。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据杨灵国
董事长介绍，该行自诞生之日起，便高度

重视党建工作，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
推动党建工作与金融服务的融合发展，在
各级党委、政府、监管部门的正确引导下，
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重要章节，在公
司治理制度层面明确党组织“把方向、管
大局、促落实”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
用，以高质量的党建工作实效，引领业务
高质量发展。饮水思源，公益先行。北京
顺义银座村镇银行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
业，一方面，针对辖区老年人、困难户等特
殊群体送慰问、送关怀、送知识；另一方
面，下沉服务，深扎村居、社区，深入企业、
园区开展公益金融服务活动。

秉承“小微企业伙伴银行”的服务宗
旨，截至 2023 年 2 月末，该行存款余额
116.83 亿元，贷款余额 62.19亿元，辖内
12家营业网点，累计服务储蓄客户 17余
万户、贷款客户23000余户，信用、保证类
贷款户数占比达89.3%，小微及三农的贷
款占比达90%以上，户均70.74万元。北
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为当地的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
门的肯定和认可，也受到了顺义区委、区
政府及监管部门的表彰和鼓励，更收获了
成千上万客户的热诚赞扬和高度信任。
12年的砥砺前行，北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
在京郊顺义俨然已根基茁壮、枝繁叶茂。

“生活圈”“生意圈”同画“幸福圈”

记者来到顺义银座村镇银行，映入
眼帘的是大气宽敞和明亮的营业厅，整
洁规范的柜面让人感到温馨亲切。大厅
右侧，陈列着三四层小巧精致的货架，货
架上面粉、糖果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杨灵国董事长兴致盎然地介绍道：“这是
为客户精心打造的‘两个圈子’之一的

‘生活圈’线下商品空间，既能为我行‘生

活圈’特约商户赋能，提供展销平台，也
能使我行‘生活圈’用户享受生活便利的
同时享受真正的实惠。”

“从自身产品来讲，我们打造‘两圈’
平台，目的是能够赋能我行客户，我们搭
建的‘生活圈’平台，旨在让网点附近方圆
3 公里内的客户和商户成为我们的‘圈
友’，目前已经有4000多户商户入驻‘生活
圈’。”杨灵国董事长引以为豪地向记者介
绍道，该平台本着服务客户的功能定位，
不仅推送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还包含了
美食、理发、美容、汽车修理等多项百姓喜
闻乐见的生活服务，通过“生活圈”平台，
随时随地就能下单，极大地方便了“圈友”
们线上线下采购和现场消费。

杨灵国董事长带领记者一行来到石
门市场，一进到石门市场水果批发区，就
见到了该行客户老赵。赵老板在石门市
场做水果批发生意，见到顺义银座村镇
银行的杨董事长和肖经理，立马热情地
迎了上来。“感谢‘银座银行’的支持啊，
这两年多亏了你们为我提供的 50 万元
信用贷款帮我渡过了难关！”赵老板不停
地夸赞道。赵老板的店面约两百平方
米，每年租金就有20万元。“多亏咱们银
行的贷款，今年生意明显好起来了！”赵
老板的朴实感染了在场的记者。

去年六月，受疫情影响，顺义区大孙
各庄镇某村一西瓜种植大户面对大片成
熟的西瓜，却苦水涟涟，“望瓜兴叹”。顺
义银座村镇银行客户经理得知这位瓜农
的苦衷，当即决定“临危救急”，组织力量
连出三招助其销售西瓜：第一招是在银
行的“生活圈”发布西瓜销售信息，向数
万“圈友”展销；第二招是在银行大厅“生
活圈专区”展示；第三招是直播带货，银
行选派工作人员策划直播。该行第一次

直播选在其营业大厅，1小时的直播带货
帮助销售 1500斤西瓜，收入超 3900元，
第二场直播直接搬到田间地头，在西瓜
地里两小时的直播，就吸引了500余名圈
内圈外粉丝和观众围观，两天时间销售
西瓜5500斤，总计促销收入14000余元。

据了解，北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在
京郊精心打造的另一个“圈子”就是“生
意圈”。“生意圈”平台是该行为小微企业
打造的专属供应链金融平台，意在方便
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上下游之间的生
意往来，该平台不仅解决了小微客户记
账零散、繁琐和纰漏等问题，更重要的是
该行还根据入驻“生意圈”客户的生产经
营规模、征信等状况，对其进行“圈内”授
信——“e购贷”，授信成功后，客户在向
上游供货商订货时，可直接选择“e 购
贷”直接结账，随借随还，灵活方便。

“很多企业都已经成功入驻‘银座银行生
意圈’平台，成为了核心企业，这不仅帮
助他们极大地拓展了市场空间，也保障
了他们在业务拓展过程中现金流的通
畅。”杨灵国董事长继续介绍着。

“北漂”京郊城乡“春满园”

随后，记者一行又前往顺义区南彩
镇某大型生活超市进行走访。一抵达目
的地，映入眼帘的便是占地 15亩、建筑
经营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生活超市；走
进超市，各色商品琳琅满目，前来选购的
顾客络绎不绝。四十来岁的叶先生是浙
江丽水市青田人，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
道的农民，靠销售老家乐清市低压电器
生意起家的他，十多年前带着梦想成为

“北漂一族”，并在顺义区内创办了第一
家大型民营超市。一路稳扎稳打，叶老
板的超市从小到大，做到了今天的规模，

算得上顺义当地数一数二的民营超市。
2011 年 1 月，北京顺义银座村镇银

行开业，叶先生冲着家乡情结，成了该行
的第一批客户。叶老板至今记忆犹新，
在“银座银行”取得的第一笔贷款是 20
万元。12 年后的今天，叶老板在“银座
银行”的贷款余额达250万元。目前，他
在顺义区 11 个店面的年销售总额可达
6000 万元，创造的就业岗位就有 200 多
个。叶先生还当选了顺义工商联主席，
北京市浙江青田商会副会长。“自己超市
能取得这些成绩还得要真心感谢‘银座
银行’，是‘银座银行’一路陪伴我发展壮
大起来的。”叶老板衷心地感谢道。

叶先生仅仅是该行支持“北漂”人发
展壮大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在北京市顺
义区李遂镇李遂村有一群不一样的农民，
他们来自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北漂”到
这里租地种地，主要种植蔬菜瓜果。这些
几乎没有多少本钱的“新农人”，只有一身
好劳力和一双勤劳的双手，在春播春种时
节，他们急需资金支持，‘银座银行’的客
户经理立即上门走访了解情况，经过深入
考察论证，最终向这些北漂的“新农人”发
放了数笔纯信用贷款。截至目前，该行累
计发放涉农贷款325.26亿元，其中信用贷
款53.27亿元。

采访结束，杨灵国董事长向记者表
示：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
不舍。下一步，该行将继续传承和发扬做

“中小企业伙伴银行”的市场定位，以“不
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的态度，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
方法，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的决心，真诚服务京郊这片热土，推进
全行各项业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京
郊顺义贡献“银座银行”的金融力量。

高管访谈 台州银行“北漂”京郊 顺风顺水又“顺义”
——专访北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董事长、行长杨灵国

正在进行中

□ 伍洪 方有成

“红糖、红酒、红花，是我们倾情打
造的‘三红’产业”。日前，云南弥勒沪
农商村镇银行董事长肖志军在办公室
对记者如此道来。

身材高挑的肖志军，曾是当地文
科状元，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财
经大学，专业是“高大上”的国际金
融。大学毕业后的她学成归来，以“学
霸”身份被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选中，
用其所长从事国际金融业务。

正当肖志军事业和家庭顺风顺水
时，由上海农商银行投资控股在云南
新成立的村镇银行，需要一位德才兼
备的董事长人选。怀着支农支小的热
情、创业干事的激情，肖志军毅然于
2011 年 10 月辞掉“公职”、扔掉“金饭
碗”，出任了瑞丽沪农商村镇银行首任
董事长，并先后历经 6个县市的 6家沪
农商村镇银行董事长历练后，于今年3
月初转任云南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第
五任董事长，为弥勒的“红色”产业浇
灌金融“活水”。

“甜蜜”事业苦也甜

3月31日下午，弥勒沪农商村镇银
行行长番志新带领记者走访的第一站
是品尝他们支持的“红糖”产业。

汽车走高速转低速，来到了离城
区35公里红糖老板何喜的工厂。跨进
工厂大门，迎面看到的是宽敞大气的
钢结构厂房。来到厂长办公室，墙上
一块横向匾牌格外醒目，长方形紫红
色木框内手书四个黑色大字：甜蜜事
业。而办公桌上新近包装成型的红
糖、白糖尽显精致甜美。

何 喜 介 绍 ，工 厂 占 地 40 亩 ，是
2009 年前从当地村委会租用来的，当
时是一片河滩闲置地，经村委会和水
利部门许可后，与村委会签订了 50年

长期租用合同，并投入 400 万元好不
容易完成“三通一平”。现在如果转让
需要两三千万元。他介绍道，自己以
前是在昆明市区做红糖生意，积累了
一些资本后才回老家开建的这家工
厂。疫情前，年销售收入近千万元，效
益还算可以，可是三年疫情对生产和
经营造成了很大影响。在最困难时
候，有了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的“雪中
送炭”，凭信用给自己贷款了 50万元，
才缓过来。

同行的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行长
番志新补充道，经过“村行”的资金支
持，何老板的甜蜜事业又有了生机。
今年计划继续加工附加值高一些的冰
糖，预计产量在 10000 吨，将实现销售
收入7000万元，利润300万元。

“宝云”酒红“香”云南

4000 平方公里的弥勒富饶辽阔，
诞生了42平方公里的大型国有东风农
场，造就了云贵高原数一数二的粮仓、
果仓及酒柜。一位叫杨宝云的农学专
业大学生，自入职东风农场种植葡萄

酿葡萄酒多年后，于 2003 年辞去国有
农场高级农艺师和中层干部的职务，
自己租地种植葡萄，酿造自己心仪的
葡萄酒。

记者一行来到杨宝云精心打造的
宝云酒庄二楼展示大厅，高柜台高座
椅高脚杯，标准的红酒品酒、议酒场
所，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五十多岁的
杨宝云谈起他的“葡萄酒经”来滔滔不
绝。其中最让他记忆犹新的是，2003
年酒庄打造时急需资金290万元，当他
按常理来到弥勒市某大型银行申请贷
款时，银行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了他。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一位业界朋友给
他推荐了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没有
想到的是，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竟然
与杨宝云“一见钟情”，只用了3天时间
便完成第一笔信用贷款投放，为他的
酒庄送去了“及时雨”。

杨宝云介绍，目前自己的酒庄已
种植葡萄230亩，加上周边果农生产的
葡萄，自己每年可加工鲜葡萄 800吨，
酿造纯正葡萄酒355吨，年销售收入在
1000 万元以上。目前，除酒庄总部酒

窖和品酒卖酒大厅外，他还在弥勒市
区和昆明等地开设了 8处批发零售酒
庄，不仅获得了较好利润，也带动了附
近村民种植和销售葡萄。

玫瑰花儿红饼儿甜

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助力打造的
“红色”产业第三项是可以吃、可以喝、
可以品的鲜食玫瑰，助力当地形成集
种植、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鲜食玫瑰
产业链，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
收致富。该行客户经理王志鹏带领记
者一大早赶到玫瑰花采摘地……

离开收花现场，记者一行又随黑
桥哨村年轻村主任李春平来到玫瑰花
种植采摘基地。成片的红色玫瑰花开
得正艳。几位采花村妇背着背篼麻利
地将一朵朵玫瑰花采摘进背篼里。

村主任李春平介绍，以前这里几乎
完全荒芜，梦想等着有企业来征用。但
今年以来，村里发动村民发扬自力更生
精神，一口气种植了400亩“可以吃的玫
瑰花”。上百名农户既出地又出工，自
己给自己打工，种花、采花、卖花。预计
这400亩玫瑰花今年销售收入在300万
元以上，花农户均增加收入两万元，村
集体也将有一定的经济收入。

“有今天这种幸福的景象，还得感
谢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的贷款支持！”
村主任李春平介绍，为支持村里的玫
瑰花产业发展，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
已为该村 8 户农户发放了 135 万元贷
款，为村集体和花农个人增收致富提
供了资金保障。

以上仅仅是云南弥勒沪农商村
镇银行支持弥勒“红色”产业的冰山
一角。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长
肖志军表示，该行支持的弥勒“红色”
产业还有很多，截至 3 月末，该行累
计向 1400 余户农户发放贷款 22300
万元。

为进一步创建学习型企业，引导干部职工在阅读中获得启发、汲
取力量，在读书中增强本领，激发信仰、坚定信念，日前，山西襄汾万都
村镇银行党支部携手工会，开展了“书香万都·阅无止境”主题党日活
动，该行全体在职党员干部参加了活动。活动中，该行党支部书记、董
事长杨志峰致辞并宣读了捐书活动倡议书。图为活动现场。 衡怡璁

自央行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的接续政策推
出以来，浙江海宁德商村镇银行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为目标，多措并举加强
对辖内普惠型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
2022年末，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4.17亿
元，占当年全部贷款新增比重的80.09%，用实实在
在的数据支撑践行了对县域普惠小微企业的承诺。

2016年，孟女士成立了海宁市某物流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省内短途货物运输服务。该公司名
下共有重型半挂牵引车 32辆，主要运输线路为平
湖乍浦至萧山、绍兴、桐乡。

由于孟女士公司前期购置了几辆中型新货车，
且运输费用为一季度一结，应收款账期较长，加之
受原油价格上涨影响较大，孟女士公司的经营成本
激增，导致流动资金较为紧张，但是工人的工资、油
费、过路费、养护费还要持续支出，银行的贷款眼瞅
着就要到期，孟女士公司陷入了暂时的窘境。本着

“支实体、支小微”的初衷和使命，海宁德商村镇银
行在知晓孟女士公司基本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拜
访，在充分沟通和深入了解下，判断其公司经营状
况稳定，只是遇到了短暂资金周转难题，因此迅速
为其设计专属信贷融资方案，针对原存量到期贷款
采用无还本续贷方式实现贷款“无缝衔接”，解决了
孟女士资金筹措难题，并为其新增授信额度250万
元，还主动让利下调贷款利率基点，为孟女士公司
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其实，诸如孟女士一样享受到政策“红利”的
“幸运儿”在海宁还有很多……

·沪农商村镇银行系列报道（一）【农金山海情渐浓】

北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董事长、行长杨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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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云南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行长番志新图为云南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行长番志新（（右二右二））
率队进企业开展贷后调研率队进企业开展贷后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