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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现代金融高质量发展
——写在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挂牌成立之际

□ 书童 阮洁

改革，一场凤凰涅槃的蜕变，一次焕发活力
的新生。

11月 7日，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挂牌成立。这
是河南省地方金融改革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亦是河南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金融改革、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成果。

新成立的河南农商联合银行在原河南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基础上组建而来，由省属国有
企业出资发起设立，是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
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全省 135家农商银行
（农信社）履行“加强党的领导、规范股权管理、提
供行业服务、强化风险管控”等职能，既扮演“领
头雁”的角色，又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对推动全
省农商银行系统稳健发展、更好服务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支农支小

当好服务“三农”金融主力军

为农而生，因农而兴。从1951年全省第一家
农信社诞生，到实现河南农商联合银行蝶变新
生，无论处在什么阶段，农商银行都始终姓“农”
不忘“农”。

从身背挎包走村串户为百姓提供上门服务，
到成为全省资产规模最大、网点数量最多、服务
范围最广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河南农商银行系统
始终围绕“农”字践初心，用金融“活水”浇灌城乡
百姓的金融服务需求，助力地
方经济发展。截
至今年 9月
末，河南

农商银行系统各项存款余额2.07万亿元、贷款余
额 1.19万亿元，以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20%的存
款，发放了全省34%的涉农贷款，36%的小微企业
贷款，57%的农户贷款和79%的扶贫小额贷款，服
务企业 5万余家、客户 8000余万人，累计帮扶困
难群众665万人次。

70余年躬耕“三农”沃土，135家县级法人机
构，4510个营业网点，5万名员工，网点和服务遍
布城乡各地，这是农商银行特色，也是农商银行
贴身为民服务的优势。

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行动中，全省农商银行
系统主动担起“主力银行”责任，着力将信贷资源
向国家粮食安全、农业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成果
等领域倾斜，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有力
金融支持。截至 9月末，全省农商银行系统当年
累计投放乡村振兴相关贷款 1015.34亿元，涉农
贷款余额达8774.44亿元。

在服务河南省“十大战略”中，结合农商银
行实际，探索有效途径，满足“三个一批”重大项
目建设融资需求。对符合支持条件的项目，根
据投产和投资进度，合理确定贷款规模和进度，
做到项目需求在哪里，农商银行的服务就延伸
到哪里。

在护航实体企业发展中，全省农商银行系统
始终用真情、真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开展“行长进
万企”活动，制定“金燕入万企”方案，通过建立包
联制度、提供授信支持、减费让利等措施，助企业
渡难关、好发展；组织专人定期访企问需，为企业
送政策、送产品、送服务，“面对面”摸透实情，实
打实解决问题；采用大数据技术对小微企业评级
授信，把企业信用和隐形资产转变为看得见、摸
得着的“活钱”。截至 9月末，全省农商银行系统
当年累计投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1415.10 亿
元，余额2807.25亿元。

治旧控新

标本兼治实现本质安全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回望来路，成立于2005年的河南省农

信联社，一直以来对全省 130 余家县级农
商银行（农信社）履行着“管理、指导、协调、
服务”职能。但伴随着农信系统体量规模不

断增大，经济发展对现代金融服务提出新的
更高要求，农信社系统亟须通过改革推动实现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为安全的稳健发展。
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信社工作，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对化险改革工作进行前瞻布
局、系统谋划。从 2021年 7月 7日启动风险化解
为改革铺路，到 2022年 10月 28日改革方案获国
务院批准，再到今年11月7日河南农商联合银行
挂牌成立，蝶变的背后，是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监管部门、各省直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社会
各界的关心关注。

感恩在心，使命在肩；不忘来路，惟以实干。
“打造一流农商银行”是目标，“本质安全、

健康发展”是要求。组建后的河南农商联合银
行将按照现代金融企业要求，加强自身管理，着
力打造稳健、专注、创新、廉洁的省级机构；同
时，围绕职能定位，持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正
确定位党组织、董事会、经营层等各个治理主体
的责任，将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公司治理，加强集
中统一管理，构建起以股权为纽带、以责任为链
接的新型治理体系，团结带领全省农商银行系
统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
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定发展方向、抢抓发
展机遇、塑造发展特色，全力开创地方金融改革
发展的新局面。

躬身入局

奋力谱写现代金融服务新篇章

征途如虹，笃行不怠。
未来，是一张宏大的考卷，惟有拼命赶路，用

行动诠释初心，才能答好题、交好卷，在现代化河
南建设中争出彩。

未来，5万名河南农商人将始终牢记“国之大
者”、胸怀“省之要者”、心系“民之需者”，用实干
和担当奋力谱写现代金融服务新篇章。

紧盯每一个领域，在服务大局中提高农商“速
度”。锚定“两个确保”，落实“十大战略”，聚焦河
南省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个体
工商户成长、城乡居民消费等领域，以深入开展整
村授信、“银政”“银保”合作等方式，推动信贷资金
快速、有序进入经济实体，持续高效为全省重大战
略、重要领域和重点企业提供“农商服务”。

锁定每一项需求，在支持实体经济中彰显农
商“态度”。“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主动围绕
企业需求做好“创新”文章。对抵（质）押担保不

足、贷款有困难的涉农企业，创新推出“企业+银
行+担保机构+家庭农场（农户）”等多种新型服务
模式，解决“融资难”问题；对先进制造、绿色环保、
科技创新等小微企业，建立企业“白名单”制度，为
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精准服务；建立各市、县特色产
业企业“名录库”，深入了解企业发展状况，对发展
遇到困难的企业做到不限贷、不抽贷、不断贷，通
过展期续贷、调整还款周期等措施提供最大帮助。

不负每一份期待，在服务民生中升华农商“温
度”。聚焦民意、民情、民心，发挥长期深耕本土的
优势，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延伸服务触角，建立
完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
服务。围绕客户“美好生活”需求，持续丰富“金
燕 e”系列信贷产品种类，让优质便捷服务更好更
快触达城乡百姓；同时，加快推进业务、服务数字
化转型，实现3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线上化，让客户
从数字金融中体验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刚刚诞
生的河南农商联合银行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必将以全新形象、崭新姿态，开启稳健
发展的新篇章，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贡
献更大“农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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