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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支
持。为充分发挥农商银行主力
军作用，加大对处于发展初创期
的特色产业的支持力度，拓展金
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广度和
深度，今年以来，安徽郎溪农商
银行通过上门走访的方式积极
为农户办理金融授信、金额达
3500 余万元。

传统地栽蓝莓的浇水施肥环
节人工投入大、成本高，常常出现
施肥不均、效果不佳的情况，因
此，郎溪县施吴村梅家蓝莓种植
园负责人梅仪和辗转江浙一带学
习“四桶六阀”自动化培植技术，
将 5G物联网技术应用到生产中，
目前该种植园区全面、全程覆盖
5G 网络，每盆蓝莓植株都配有采

集滴箭，利用计算机技术实时监
测土壤酸碱度、EC 值，控制阀门
的开关设定压力、频率，调控肥料
配比以及搅拌程度，让每一次浇
灌都自主可控有记录，真正实现
远程监控、数字化种植。梅仪和
的基质蓝莓比普通蓝莓成熟期
早，想加盖大棚的他却陷入了自
有资金不足的困境。正当梅仪和

一筹莫展之际，郎溪农商银行开
展的整村授信工作让他重新燃起
了希望。一开始，他还担心贷款
门槛高、手续繁琐，没想到在客户
经理的帮助下，很快完成了授信
申请并获得了 20 万元的信用额
度。郎溪农商银行的帮助实实在
在解决了他的资金难题。

郑明明 杨英驰 季丹

郎溪农商银行 信贷支持蓝莓养殖户扩产增收

近年来，江西奉新农商银行瞄准农村电商产
业大发展，积极探索农村金融与农业产业融合新模
式，依托县科技局和第三方担保公司创新推出了

“科贷通”产品，大力支持辖内企业开展农业产品直
播和线上销售。

奉新县鑫子源牧业是一家主营肉牛养殖的
专业合作社，近年来，随着直播平台火热，该合
作社负责人于2022年下半年“试水”直播，开始

线上销售牛肉，顿时销路大开，急需更多资金用
于扩大肉牛养殖规模。在了解合作社销路转型
和资金需求情况后，该行客户经理主动上门调
查，采取“一户一策”、因户施策的方式引导合作
社企业与县科技局联系，成功为企业申请了
300 万元“科贷通”贷款，随着该合作社养殖规
模的进一步扩大，今年奉新农商银行再次为其
追加贷款200万元。 李绪平

奉新农商银行 创新推出“科贷通”产品

在湖南蓝山县湘源生态种植养殖专业合
作社里，一幢幢标准化猪舍和纳污池等建筑干
净整洁又明亮，与传统的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的养猪场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公司能发展得
这么快，从建设厂房、购买设备所需资金到采
购原料、引进种猪的流动资金，蓝山农商银行
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该公司负责人黄女士
满面笑容地说。

面对养殖业和种植业中小微企业“评估难、
管理难、成本高”的三大难点，蓝山农商银行突出
服务重点、产品创新和客户扶持，彰显责任担当，
通过“政银”“银企”“政银担”等多方合作方式先
后推出“生猪贷”“高标准农田贷”“农担贷”“特色
贷”等多种担保贷款，有效满足了经营主体的资

金需求，也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探索出有效路
径，得到了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当地政府和
企业的高度肯定和好评。截至10月末，该行发
放的生猪类特色担保贷款占全县市场份额的
95%，发放“生猪贷”户数 233 户，用信 5700 万
元。蓝山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对该合作
社的扶持只是我们为乡村振兴赋能的一个缩
影。对内，我们优化办贷流程，简化办贷手续，严
格执行‘一次性告知’和限时办结制，落实‘客户
只跑一次’要求；对外，我们通过‘以大带小’‘以
多带少’来促进中小养殖企业发展，围绕养殖、种
植产业发展重点客户和关键环节，积极支持生猪
养殖、屠宰加工、运输流通以及饲料生产、疫病防
控、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全产业链客户。” 唐佳兰

蓝山农商银行 缓解生猪养殖企业融资难题

今年以来，四川隆昌农商银行对辖内符合
条件的企业开展走访调研，推动落实以质量综
合竞争力为核心的质量融资增信新模式。

隆昌农商银行将“质量品牌”作为企业融
资增信、融资优惠的重要参考因素，健全履盖
质量、标准、品牌、认证等要素的融资增信体
系，强化对企业质量改进、技术改造、设备更
新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供给，破解“银企”信息
不对称难题，形成“政府搭台、部门协同、‘银
企’唱戏”的长效机制，为中小企业开展质量
提升、技术创新、加强质量体系建设等方面提
供资金支持；加强产品创新，强力推动“甜城
质量贷”产品在辖内落地，截至目前，该行已
率先在隆昌市发放“甜城质量贷”3 户、金额
500 万元。此外，隆昌农商银行持续开展经营
主体对接工作，依托政府推荐的“甜城质量
贷”融资需求名单、“专精特新”企业名单等，
通过深入企业实地走访、召开行业融资对接

会等形式精准摸排企业融资需求，主动为客
户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

同时，该行通过内江市营商环境“获贷能
力”指标提升活动持续优化信贷业务流程，全力
打造中小微企业融资“绿色通道”，在积极开展
中小微企业贷款营销过程中，始终坚持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的金融理念，将政府和行业主管部
门普惠金融产品及时宣传推广至广大中小微企
业。在此基础上，强化内控管理，不断优化内部
信贷流程，制定实施敢贷、愿贷、能贷的信贷机
制，截至目前，该行企业贷款比年初净增 4.6亿
元。该行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持续完
善金融服务模式，积极履行服务实体经济的社会
责任，运用人民银行支农支小再贷款货币政策工
具以及“支小惠商贷”“助农振兴贷”等财金互动
信贷产品，主动让利，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通
过借新还旧、续贷、展期等方式减轻企业因归还
贷款而带来的资金周转压力。 柯赟 先俊

隆昌农商银行

依托“质量品牌”打造融资增信新模式

山西乡宁农商银行依托辖
区专业镇特色产业，充分发挥主
力军优势，助力葡萄酒产业体系
建设。截至目前，该行为戎子葡
萄酒康养专业镇提供企业贷款
金额达 1.94亿元。

为聚焦专业镇经营主体需
求，全力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在
戎子酒庄项目建设之初，乡宁农
商银行就将其列为重点支持类
企业，指派专人持续跟进项目建
设情况，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两
头输血、集中灌氧、整体推进”的
信贷帮扶思路，为企业投放 5000
万元的信贷资金，同时，还为戎
子酒庄充当“金融管家”角色，将

金融服务融入戎子酒庄“原料收
购、生产加工、包装定制、产品推
广、成品销售”等各个环节，打造
全流程服务体系。一方面，该行
借助整村授信围绕周边 1000 余
户葡萄种植户拓展批量授信业
务；另一方面，该行以戎子酒庄
为专业镇核心主体，瞄准葡萄酒
产业链上下游经营实体，依托

“流资贷”产品额度高、速度快、
易操作的优势，精简高效办贷，
针对上下游涉农企业、订单商户
创新推出利率灵活的“富康贷”，
优先采用支农再贷款资金进行
扶持。此外，乡宁农商银行对专
业镇产业链条上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企业开展“名单制”营销
和“量体裁衣”式服务，组成营销
专班对小镇周边 5 个村委 20 个
自然村开展摸排走访，在授信办
理、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全流程
服务；针对订单商户资金使用
频率高、周期短的特点，推出

“兴隆贷”“富康贷”等信贷产
品，采用“一次授信、循环使用”
的模式，最大限度满足商户资
金周转需求；结合专业镇企业
发展需求，持续推广“晋享 e 付”
覆盖，为农业生态观光以及葡
萄酒文化旅游链条上的商户提
供融资、结算、咨询等“一揽子”
金融服务。 加屈彦

阳新农商银行黄颡口支行

投放特色产业贷款1400余万元
湖北阳新农商银行黄颡口支行

聚焦黄颡口镇“一菇”（食用菌）、一
橘（杂柑）、一菊（金丝皇菊）等“一村
一品”规划，依托整村授信和“一对
一”服务，全方位对接本地产业发展
需求，累计向黄颡口镇的“菇、橘、
菊、茶、药、麻、蔬、花”8个特色产业
基地 40 余户经营主体投放贷款
1400余万元。

近期，阳新农商银行黄颡口支
行在进村建档时得知金丝皇菊种
植户梁于兴的融资需求后，主动对
接，开展调查，为他办理“收银宝”的
同时用担保增信的方式，依托“扫码
流量贷”产品，为其办理了 50万元
贷款，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张云召

▲

近年来，贵州省岑巩县农
信联社注溪信用社一直坚持服务

“三农”的方向不动摇，以支农支
小为己任，积极履行职责，以开通
绿色贷款通道、线上贷款渠道，优
化信贷流程等措施，助力油茶、草
莓、杂交水稻以及思州柚子等特
色产业的发展，为客户提供方便
快捷的金融服务。截至今年 10 月
31 日，岑巩县农信联社注溪信用
社涉农贷款余额 1.74 亿元，其中
支持思州柚子、杂交水稻制种、中
药材、精品水果等各类种植贷款
余额 5500 余万元。图为工作人员
到该联社信贷支持的种植基地进
行调研。 吴妮娟

乡宁农商银行发挥主力军作用

金融赋能葡萄酒专业镇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