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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丰县桑田镇桑田村村民周水英创办的公司解决了当地 17 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难题。今年 4 月下
旬，公司购买原材料资金面临“断链”情况，江西南丰农商银行及时对接了该公司并给予 50 万元贷款的扶持，保
障了公司生产正常运转。图为该行客户经理深入公司向周水英了解生产和资金使用情况。 周磊

安全放心美味的食品销售平台

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恒信农商
银行作为扎根本土的地方性法人金融
机构，始终坚持经营发展与地方发展同
频共振，充分发挥自身点多面广的机构
优势、人熟地熟的本土优势、决策高效
的机制优势，打造惠民化、便捷化、个性
化服务，彰显金融为民担当。

恒信农商银行紧紧围绕“惠民增
收”“产业共兴”“强村美居”“共同治
理”，将服务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与
建设“以人为核心的全方位普惠金融”
战略相结合，将全辖 18岁至 65岁农户
全部纳入小额普惠贷款政策享受对象，
一次授信、三年有效、循环使用，截至目
前，已授信农户数10.05万户，授信总额
203.86 亿元，发放农户小额普惠贷款
7354户，贷款金额21.13亿元。

该行还主动对接辖区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建立“乡村产业致富带头人”联
合培育机制，整合建立乡村产业致富带
头人“白名单”，定期开展“三送三服务”
联合走访，结对服务致富带头人，一户
一策定制个性化服务方案；积极发挥

“乡村产业致富带头人+”集成优势，探
索产业农合联整体服务模式，为农合联

组织及其成员提供全方位综合金融服
务保障，累计向粮油产业农合联、蔬菜
产业农合联等综合授信31亿元。

“完善服务网络覆盖，打通‘最后一
公里’，农民走到哪里，我们的服务延伸
到哪里。”恒信农商银行本着这个宗旨，
在服务载体上积极打造“中心”与“分布
式”服务相结合的模式。该行根据区域
规划、客户集聚等情况，不断优化网点
布局，通过搭建更加完善的服务渠道、
更加便捷的支付环境、更加广泛的服务
覆盖网络，消除金融服务空白点，让广
大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便利的现金
存取、转账汇款、领取补贴、生活缴费、
交易结算等金融服务，目前已在越城区
17个镇（街）设有机构网点 36家，并以
网点为中心，布设助农服务点85家。

该行还利用现有电子支付渠道，主
导并培育客户电子化使用习惯，不断营
造电子化支付环境，从提高客户体验度
为出发点，加大对辖内网银体验机、存
拆补登机等自助渠道的布署力度。积
极营销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支付
宝快捷支付、银联支付、“丰收 e 支付”
等支付渠道，从意识上、服务上引导客

户使用电子支付。
恒信农商银行充分发挥人缘地缘

优势，结合各类走访营销活动，加强辖
内基础客群拓展，同时结合厅堂智能化
营销，关注对基础客群的维护，及时了
解客户需求精准管理，让“每个客户都
有联系人、每个客户都有画像”。该行
结合金融客群的差异化需求，依托法人
金融机构决策高效优势打造一行一品，
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贷款产品，结合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难问题推出了“税银贷”

“知识产权质押贷”等产品，聚焦乡村振
兴产业，推出了“农宅贷”“林权抵押贷”

“农房抵押贷”“农村集体股权质押贷”
等产品，聚焦农业产业链发展和产业化
升级推出了“公司+合作+农户”“链贷
通”等融资模式，截至目前，已累计创新
各类特色金融产品 42 个，发放贷款
27.82亿元。

恒信农商银行始终坚守定位，深挖
潜力，激发合力，以“三心”打造“三化”
服务，通过加大金融供给，提升服务质
效，持续在支农支小、服务实体经济的
道路上发挥优势，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王张荣 夏益萍

近年来，湖北丹江口农商银行在湖北
省联社、市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地方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践行“乡村振兴
主办行”责任使命，大力推广绿色金融，多
维度加大绿色信贷支持力度，让金融“活
水”源源不断流向“绿水青山”，全力助力乡
村振兴发展。截至今年 5 月末，该行贷款
余额 57.4 亿元，比年初净增 6.05 亿元，增幅
11.78%。

该行依托村银互联共建，紧紧围绕乡
村振兴工作要求，深入推进“村银共建+金
融村官”模式，向服务辖内 84 个行政村派
驻 40 余名“金融村官”，下沉服务到农村市
场，向“农”问需问贷，把信贷资金向绿色产
业倾斜，努力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上
做文章。在今年丹江口市金融支持绿色项
目银企对接暨企业挂牌上市协议签约仪式
上，该行围绕支持绿色项目发展作了典型
交流发言。

该行依托整村授信模式，实现农区客户
授信全覆盖，针对每个村组的农户，联合村
两委、村民代表和本行客户经理开展三方评
议，借助智能化的“荆楚小康贷”作业平台，
给予有效农户一定的授信额度，农户手机签
约后自助提款用信，截至 5 月末，全行信息
采集户数 2.64 万户；预授信户数 1.91 万户，
预授信金额 8.11 亿元；签约授信户数 4049
户；已用信农户户数 2031户，用信金额 9007
万元。该行依托智慧微贷优势，打通绿色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主渠道”，按照湖北省政府
和湖北省联社要求，大力推广“301”贷款模
式，运用“人码合一”和智慧微贷两大载体，
推出 10余种线上贷款产品，今年以来，累计
发放 4447笔、1.99亿元“301”贷款，绿色经营
主体获贷面不断扩大。

该行依托惠民利民政策，主动与市财政
局、人社局等部门合作，推出“创业贴息贷”，
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妇女下岗再就业、大学
生下乡创业等提供信贷支持，今年以来，累
计投放“创业贴息贷”195 户、金额 9848 万
元；依托绿色产业项目，推动绿色信贷投入
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涉农贷款投
放占比和余额保持逐年增长，紧盯草莓、渔
业、柑橘等绿色生态农业，在高标准农田建
设、农田水利治理、农村土地整治等农业基
础领域，加大投放力度，蒿坪支行向位于蒿
坪镇的十堰市绿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发放“农担贷”50万元，支持草莓产业发展，
助力蒿坪镇打造“草莓小镇”。截至 5月末，
全行累计投放涉农贷款 46.65 亿元，占比
81.24%。

丹江口农商银行依托新型经营主体，
全面摸清全市 33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29户农村种养大户、63家农村专业合作组
织和 104 家家庭农场情况，逐户上门走访
对接，建立客户经济信息档案，对符合信贷
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给予贷款支持，截至 5 月末，新发放
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贷款 98 户、金额 1.37 亿元；依托普惠金融服务，
在乡镇安装自助取款机、“卡乐付”、POS 机 1148 台，累计办理惠农
银行卡 25.5 万张，办理商户二维码 1.9 万个，累计代发粮补、低保、
退耕还林、地理保护费等政策性资金 1.5 亿元。在习家店镇“三花
节”开幕式期间，该行还组织员工现场开展宣传和志愿服务，向商
户发放金融知识折页和产品宣传册，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下一步，该行将做深做实绿色信贷投放，2023年贷款计划净增 7
亿元，持续加大信贷供给力度，全力打造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主办
行，推动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在助力丹江口市“冲刺
中部百强、争当县域龙头”中担使命、当先锋、作贡献。 陈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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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
持 续 加 大 对 重 点 领 域 和 薄 弱 环 节
的支持力度。截至 5 月末，银行业
金 融 机 构 投 向 制 造 业 贷 款 余 额 达
30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9% 。 其 中
制 造 业 中 长 期 贷 款 同 比 增 长
37.2%。高技术制造业贷款同比增
长 26.1%。前 5 个月，银行业金融机
构制造业贷款新增 2.6 万亿元，增幅
高于去年同期。

与此同时，前 5 个月普惠型小

微 企 业 贷 款 继 续 保 持 快 速 增 长 。
截至 5 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 26.1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5%，较各项
贷款增速高 14.7 个百分点；有贷款
余额客户数 4035.1 万户，同比增加
408.3 万户。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余额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5.7%，占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的 22.3%。银行业持续为小微企业、
个 体 工 商 户 等 经 营 主 体 的 恢 复 与
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王雷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广东农信加大逆周期信贷投放

助力文旅产业“破冰突围”

恒信农商银行发挥服务优势

完善普惠金融 彰显为民担当

广东作为旅游资源大省，疫情期间
旅游业受到了严重冲击。广东农信坚
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助企纾困要求，严
格落实不盲目惜贷、抽贷、断贷、压贷的
要求，同时把握机会化危为机，进一步
加大旅游业逆周期信贷支持力度，助力
文旅产业走出“疫周期”困境。以全国
知名旅游强县云浮新兴县为例，广东农
信在 2020—2022 年期间累计向该县发
放文旅产业贷款 71 笔共 3.72 亿元。截
至今年 5月末，广东农信在新兴一个县
投放的乡村旅游贷款余额达 5.44 亿
元。今年“五一”期间，新兴县旅游景区
收入恢复并超过疫情前整体营收水平，
实现了“银企共赢”的局面。

趁机做“大”全域旅游
推动乡村旅游改造升级

广东农信把握疫情停歇期，有针对
性地对乡村休闲旅游提供信贷支持，助
力乡村旅游业态改造升级，大力发展全
域旅游，一方面重点支持民宿经济做活
乡村旅游，在新兴县投入2043万元信贷
资金支持六祖镇芦溪竹苑、里洞镇玉珑
民宿等一批精品民宿在青山绿水间绽
放，支持六祖镇夏卢村、里洞镇里江村、
太平镇河村等乡村旅游经济示范带特

色产业品牌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大力
支持休闲农业助力旅游产业振兴，提供
350万元免抵押贷款支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打造成集种养、销售、餐饮、民宿于
一体的多元化农场，实现月营收达 160
万元，为 120户农户每年带来租金收益
20多万元，并带动周边村 200多户农户
年均增收 6000 多元，同时吸纳 20 多名
村民就近就业。

趁早做“优”精品旅游
助力优质景区扩容提质

针对新兴当地六祖故里旅游度假
区、翔顺金水台温泉小镇、广东天露山
旅游度假区、悦天下生态旅游区、象窝
山生态园等优质旅游景区资源，广东农
信以金融支持引导其扩容提质。三年
来，当地农商银行为相关旅游景区经营
企业提供超过 1亿元的信贷支持，特别
是针对旅游大项目资金需求大的实际
情况，当地及周边多家农商银行以“银
团”贷款方式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2021 年 3 月，云浮地区 4 家农商银行为
广东天露山旅游度假区提供 9000 万元
的“银团”贷款支持；同时，充分利用大
项目带动效应，为周边从事餐饮住宿娱
乐等 12户经营主体提供 7700余万元的

金融支持，助力整体景区化危为机，走
出疫情困境。

趁势做“实”文化旅游
用信贷支持保住文旅资源

广东农信出台“稳经济增长24条措
施”，结合新兴县当地经营主体融资需
求特点，不断创新文旅金融产品，陆续
推出“税易贷”“悦农小微贷”等多种免
抵押产品，并为受疫情影响的文旅企业
提供无还本续贷等支持，授信金额达
1.36亿元。广东农信一方面巩固传统信
贷方式，以“经营性固定资产贷款”“景
区收益权质押贷”助力文化旅游企业盘
活存量资产，以“悦农小微贷”“普惠贷”

“农家乐贷”“乡村文旅贷”助力乡村文
化和旅游产业振兴；另一方面，结合行
业特点创新融资方式。广东农信以“收
费权质押”等方式进一步拓宽文旅企业
融资渠道，以收费权 100%质押，投放充
足的信贷资金支持新兴县某文旅企业
渡过难关；此外，建立文旅融资“绿色通
道”，在疫情期间以低于贷款加权利率
1.4个百分点的优惠利率向新兴县一家
从事酒店服务、休闲旅游能带动周边的
文旅企业发放贷款2000多万元，每年为
其节省利息 30余万元，使文旅企业“借

贷度年”而免于“举债度月”。

趁热做“强”金融堡垒
提升抗风险冲击承受力

金融稳，则经济稳；金融活，则经济
活。广东农信突出农村金融的政治性、
人民性、安全性，加大逆周期调节作用，
确保地方产业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稳
健发展，给新兴县旅游等产业吃上一颗

“定心丸”。 广东农信“枯水期放水养
鱼”，疫情三年，在新兴县投放旅游业相
关贷款总额从2019年末的3.26亿元，上
升到2022年末的5.21亿元，支持文旅企
业从 7 家到 12 家，实现逆势增长，截至
今年 5月末，在新兴县的旅游相关普惠
贷款户数达474户，贷款金额1.97亿元，
户均贷款 41.58 万元，有效分散行业集
中度风险；“丰水期循环清收”，抢抓旅
游回暖资金回笼机遇清收本息，2023年
1—5月，在新兴县收回文旅行业贷款本
金 1.85 亿元，利息 1095 万元，实现易借
易还，有效提升了文旅信贷资产质量。
广东农信还趁热打铁筑牢“金融堡垒”，
持续加大贷款损失拨备，提升贷款损失
承受力，从而提高普惠型贷款的不良容
忍度，为发放逆周期贷款营造包容心态
和宽容氛围。 梁杰祥

新 金 融

为进一步提升聚合支付综合效应
和价值贡献，实现聚合支付业务综合
增效，吉林长春农商银行持续推进业
务合规经营、良性运行、有序转型，实
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效推动了聚
合支付业务转型发展。年初以来，聚
合支付商户 2.83 万户，累计交易金额
43.81亿元，沉淀资金 23.36亿元，手续
费收入791.04万元。

该行调整收费标准，按照降本增
效工作要求，针对聚合支付成本压力
过高问题，通过同业市场调研及存量
商户分析，重新确定收费及优惠标
准。商户交易手续费均按照费率 2‰
进行收费，存款留存达到月交易额
40%的，按照费率 1‰进行收取，特殊
行业（或存款贡献度特高的商户）可
实行免费政策。标准调整后，收费覆
盖率达 99.99%，其中，88%左右的商

户按 2‰进行收费，11.99%左右的商
户按 1‰进行收费，享受免费政策商
户仅占 0.01%。聚合支付业务的发展
可提高商户质量，实行收费政策后，
疑似存在套现行为的商户主动放弃
使用聚合支付收款码进行交易，间
接起到清除风险商户的作用。各支
行严格执行动态管理制度，结合总
行加强商户现场巡检，检查商户实
际经营和收单交易情况，对疑似风
险商户及时关注清除。此外，还可
实现节支目标，该行明确工作任务，
做好目标分解，注重发挥绩效考核

“指挥棒”作用，充分激发调动员工
积极性和主动性。截至 5 月末，业务
综合付息率为 0.87%，较 2022 年降低
2.13%，摆脱了高成本投入的营销依
赖，较好地实现了能省则省，应省尽
省的节支增效目标。 王也

反诈宣传

“扎心”是为了“入心”
近期，很多人的朋友圈中都

出现了银行的反诈骗宣传“扎心
提问”：“刷单前问问自己，动动
手指就能赚钱的好事，为啥能轮
到你？”“裸聊前问问自己，自己
的身材值不值得美女与你‘坦诚
相见’？”“ 网贷前问问自己，无
抵押还免息，对方为啥不直接把
钱给你？”直击灵魂的尖锐提问
让人们大呼“受伤”的同时又在
积极转发，无意中形成了一股自
发宣传的热潮。

从此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
反诈宣传要“与时俱进”。作为
宣传主体，银行要时刻关注新的
诈骗手段和方法，并用人们喜闻
乐见的形式，充分利用融媒体等
多种手段和平台，以此加强宣传
的力度、扩大宣传的范围。且反
诈宣传同时也要关注地域特点
和重点人群，例如很多民族地区
的银行会用民族语言拍摄短片，
银行工作人员还会时不时地走
进养老院、社区、学校，对如老
人、学生等容易受骗的人群进行
重点宣讲。需要格外注意的是，
反诈宣传的关键在于坚持，银行
要时刻秉持细心、耐心和责任
心，不能只图一时数据敷衍交
差，让宣传流于表面，更不能只
图一时新鲜本末倒置，让“点赞
数”绑架内容喧宾夺主。反诈宣
传任重道远，是银行承担社会责
任的关键一环，只有以内容为基
础，正确引导为导向，才能筑起
反诈骗的强大金融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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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聚合支付业务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