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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曲四部曲””奏响金融奏响金融
助力乡村振助力乡村振兴最强音兴最强音
——四川梓潼农商银行四川梓潼农商银行有力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力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024年以来，在四川农商联合银行、绵阳办事
处党委坚强领导下，四川梓潼农商银行紧扣县委

“12345”工作思路，以金融助力全面乡村振兴为出
发点，持续优化涉农金融服务，有力推动了梓潼县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接续抓好“三个行动”，着力提升支持广度

推进“金融甘泉促振兴”行动。2022年，该
行与县委组织部、县财政局共同推动了“一片一行
长、一镇一经理”的“金融甘泉促振兴”行动，向全
县五大产业片区派驻“金融村官”179人，召开各级
启动会、座谈会、现场会180余场次，建立健全系列
促振兴工作机制，协同各方力量有力支持梓潼产
业振兴提质增效。

推进整村授信行动。2023年，该行制定了整
村授信工作三年实施计划，确定了分三年实现农
户建档覆盖面100%、信贷授信覆盖面100%、有效
信贷需求满足100%的“三个100%”目标。其间，该
行组织召开融资产品推介会、现场会、座谈会等
200余场次，建立经济档案 8.5万户，授信 3.04万
户、金额 65.94 亿元，累计用信 4.28 万户、金额
103.8亿元，农户建档覆盖率达到95%，位居全省农
商银行系统前三，有力支持各类涉农经营主体高
质量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政策一村一座谈”行动。

2024年，该行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金融支持乡
村振兴政策‘一村一座谈’”活动81场次，活动覆盖
率达到 85%。活动期间，该行组织工作人员宣讲
乡村振兴信贷优惠政策，为到场群众普及反电诈、
反洗钱等金融知识，赢得了群众一致赞誉。通过
此次活动，该行新增涉农客户1.77万户、授信金额
43.68亿元，累计发放各类涉农贷款 1.92万户、金

额47.65亿元。

精准聚焦三类主体，着力加大支持力度

“顾问式”服务好农业产业化企业和村集体

经济组织。按照“一户一客户经理”的标准配
置，该行对辖内健康食品产业园区和村集体经
济组织实行综合金融一站式服务，靠前对接融
资需求，为其设计专属融资方案，2024年全年累
计向辖区内 89户涉农产业化企业发放贷款 6.27
亿元，带动了乐洵食品、巴家蜀味等大批联农带
农优质企业快速发展。此外，该行聚焦鲈鱼养
殖、粮油种植等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提升对村
集体经济组织信贷支持力度，向村集体经济组
织预授信 6.18 亿元，累计投放贷款 35 户、金额
1316万元。

“清单式”服务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围绕
梓潼“6+9”农业产业体系单列信贷计划，该行向全
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授信近10亿元，协同县级农
业农村部门制定重点支持目录，落实客户经理包
村实行 100%全覆盖对接，精准对接服务种养大
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需求，2024
年累计向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增发放贷款
1.7亿元。

标准化服务好全县农户。通过线上产品和
批量授信等方式，该行着力解决农户服务的覆
盖、效率和成本问题，依托农综站建立服务“根据
地”，着力提升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和获得感，
2024年累计向全县农户授信 12.04亿元、累计投
放贷款 35.69亿元。围绕县域主打产业，该行定
制产业化金融服务清单，分行业推出标准化、批
量化服务，2024年投放生猪养殖贷款 2.68亿元、
水稻制种和粮油种植等贷款2.77亿元，助力梓潼

县持续擦亮农业大县金
字招牌，加快实现建设全国优质
生态绿色农产品供给地的目标。

加力推广三个产品，着力强化支持精度

推广小额农户信用贷款。该行充分发挥小
额农户贷款突出优势，组织工作人员开展“走千
访万”“扩面强基”等专项活动，对全县农户开展
情况摸底、评级授信工作。目前，该行农户授信
24411户、用信 22313户；用信余额23.45亿元，线
上化迁移率71%，占全行个人贷款50%、各项贷款
总额的1/3。

推广“绵州农房增信贷”。该行与村社干部、
村小组长成立联合服务小组，建立客户经理“315”
服务机制，面向符合条件的农户开展点对点、面对
面对接和逐户推广。截至2024年末，该行累计完成
授信 6895 户、金额 8.34 亿元，用信 2955 户、金额
4.28亿元。

推广青年和返乡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该
行与县财政等部门签订合作协议，出台“专属信贷
产品创业担保贷”，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采取一站
式协助办理资格审核、贷款审批。截至2024年末，
该行累计投放创业担保贷款1270万元，有力支持
37名创业青年、返乡人员创业。

优化解决三个问题，着力培育内生动力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解决好“敢愿会”的

问题。该行对支持乡村振兴
贷款设置高于一般贷款的不良容忍度，
对“贷款三查”管理中尽职免责的不良贷款免
予问责处罚，有效解决客户经理恐贷、惜贷问
题；将普惠涉农、小微企业、农户贷款户数、授
信用信覆盖率等 9 个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实行按月通报和考核兑现，有效解决辖内各
网点涉农贷款投放主观能动性不足的问题。
此外，该行针对乡村振兴领域贷款开展专题培
训 3 次，上线线上办贷和客户管理等系统，召开
推进会议 6 次，充实客户经理队伍 12 人，客户
经理队伍年轻化、数字化程度和服务乡村振兴
水平实现显著提升。

提升信贷服务质效，解决好融资“难贵

慢”的问题。该行以省行基本产品为蓝本，采用
“大数据风控信用贷”、发展基金增信等方式，解
决涉农经营主体准入难、抵押难等实际问题，
2024 年累计发放各类信用贷款 45.334 亿元，通
过“银政担”增信为涉农小微企业新增投放贷款

1180 万元。在此基础上，该行建立涉农贷款审
批“绿色通道”，加大线上贷款推广力度，有效解
决融资主体需求“短、频、急”等问题。运用人民
银行支农再贷款和政府创业贴息等政策，该行
持续推进让利于民工作，2024 年新发放涉农贷
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 103BP，预计为客户节约
利息支出 6435万元。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解决好金融服务“最后

一米”问题。该行在全县建设农村综合金融服
务站 84个、便民金融服务点 103个，布放自助设
备 68台，开立银行卡 41.58万张、社保卡 25.29万
张，开通手机银行 15.99 万户、“惠支付”商户
10746 个，“日常金融不出户、基础金融不出村、
综合金融不出镇”的金融服务网络布局日趋完
善，有力支持乡村振兴。 董永木

日前，民营企业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场
时隔七年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不仅释放了稳民
营经济的政策强音，更体现了当前以科技创新
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导向。会后，民营
企业座谈会的精神快速传递到每一个角落，形
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多种力量中，金融
力量不可或缺。作为扎根地方 26年的地方法人
银行，重庆三峡银行牢记“立足库区、服务重庆”
的定位和使命，全面贯彻主管监管部门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部署要求，始终将民营
经济作为普惠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融资与赋
能并举，持续为民营企业注入金融“活水”。截
至 2025年 1月末，该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333.23
亿元，较年初净增 5.59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 1368.58亿元，较年初增长 28.95亿元。

因企施策 提高科技型企业融资可得性

金融服务科技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该
行以支持科技型企业为切入点，持续探索金融
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该行精准
掌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联系政府经信
委、园区管委会等部门，获取了符合标准的企
业名单，并据此建立了自有行业企业信息库。
针对科技型企业融资慢、难、贵等问题，该行充
分发掘各类产品优势特色，优化授信方案，以
信用、应收账款质押等弱担保方式积极为企业
融资提供支持。

“重庆三峡银行的信贷投放，帮助公司顺利
完成了订单交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重庆合利
众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众恒）的负责
人说道。2023年末，合利众恒公司接到了近1000
万元的偏光片订单，导致其流动资金出现周转困
难的情况。该行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考察调研，对
该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行业发展及市场
占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后，快速为该企业制
订授信方案，为其提供了 500万元的信用贷款支
持。有了这笔信贷资金支持，合利众恒在2024年
全年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较2023年同比增长近
1000%。

与此同时，供应链金融在支持科技型企业发
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

2024 年，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等 13 部门联
合印发《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2024年工作要
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提出了21条支持科
技型企业发展的金融举措。根据《工作要点》，重
庆将实施供应链融资专项行动。在人民银行重
庆市分行指导下，该行全面加强供应链信贷产品
在科技产业中的运用，创新开发数字化供应链金

融产品——“渝链贷”，通过核心企业、产业链平
台、银行端有效对接，推动产业链与资金链深度
融合，助力打造具有重庆特色的科技型企业链
上融资通路。目前，该产品已嵌入重庆市 33 条
产业链，累计为川仪股份、重庆机电集团、宗申
集团等科技型骨干企业上下游 61家企业提供供
应链金融服务，授信规模达 1.1亿元。

乘“数”而上 助推民营经济展现新活力

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热
潮中，数字金融正成为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的
生力军。近年来，该行持续做好数字金融大文
章，通过转变思想、产品重塑、营销配套等措施推
动业务发展，数字普惠贷款规模从 2024 年初的
6亿元提升至近15亿元，数字普惠贷款余额占比
也从先前的3%提升至6%。

“重庆三峡银行为我们搞中药材收购推出
的专属贷款产品太实用和方便了，全凭信用，在
手机上点一点，30 万元贷款就到账了！”奉节县
长安土家族乡石罐村从事中药材加工、销售的
覃先生感慨地说道。覃先生提到的产品，就是

重庆三峡银行奉节支行专门针对中药材产业打
造的信用贷款产品——“收购贷”。

2024年 8月末，该行聚焦区县“一主两辅”产
业、成熟专业市场等领域的普惠金融需求，成功
推出数字普惠批量业务。短短几个月间，该行累
计报送 13个批量场景，落地南川竹笋、奉节中药
材、沙坪坝光能市场、江津双福农贸城等 10个特
色产业批量业务，贷款金额 915万元。

此外，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民
营企业，该行聚焦新质生产力，推出了“新质贷”
产品。“新质贷”不仅担保方式灵活，还可以为客
户提供如知识产权、项目收益权质押融资等多
种新金融服务模式。据了解，“新质贷”从研发
到上线仅用半个月，该行也因此成为重庆市首
家上线“新质贷”产品的银行。从 2024年 5月正
式上线至 2024年末，“新质贷”（线上版）已为 43
户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贷款金额 4773万元。

合作共赢 打造民营经济发展新生态

作为连接金融服务和需求群体之间的桥梁，
金融机构如何有效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答
案是必须与各行各业联手，加强沟通，合作共赢。

该行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

作质量为责任和使命，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构建
了多层次、全覆盖、高效率的“总—分—支”小微
金融经营服务体系，积极对接各级经营主体，牵
头管理部门、商会协会、园区商区、核心企业等渠
道，加强沟通联动，主动挖掘民营企业金融服务
需求，推动金融资源有效对接。

在此基础上，该行强化“银担”合作，持续推
进重庆科学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批量担保业务
合作，发布相关操作细则并持续推动相关业务
落地；推进“惠企贷—三峡担保”“商户贷—市农
担”合作项目，成功复制“秀山电商贷”模式并在
辖内黔江支行运用落地；加深与区县国有担保
公司的业务合作，对合作较好的担保公司增加
担保授信额度。

与此同时，该行深化“银政”合作，与市经信
委签订重庆市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合作
银行框架协议，积极推进商业价值信用贷款系统
对接；续签“荣昌‘银政’合作产业贷”，积极跟进
璧山“银政”合作续签进度。截至2024年末，该行

“银政”合作区县14个，“银政”合作中小企业贷款
余额1.32亿元。

此外，该行不断深化“敢贷、愿贷、能贷、会
贷”长效机制建设，持续优化线上线下有机融合
的服务模式，利用“长江渝融通”“信易贷·渝惠
融”“渝企金服”等平台，建立名单内企业快速对
接机制，重点支持首贷户、制造业企业、科技型企
业，着力提高续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占比。

未来，该行将继续引导信贷资源向民营企
业倾斜，扎实推进支持民营经济的各项举措
落实见效，支持民营企业产业升级与自主创
新，加大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区域协调发
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民营企业的

金融资源投入，助力民营企业蓬
勃发展。

重庆三峡银行

普百业惠万千
——重庆三峡银行全方位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梓 潼 农 商梓 潼 农 商
银行客户经理银行客户经理
送贷款到田间送贷款到田间

梓潼农商银行客户经梓潼农商银行客户经
理宣传推广小额农户信用理宣传推广小额农户信用
贷款产品贷款产品

▲

梓潼农商银行客梓潼农商银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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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峡银重庆三峡银
行万州分行客户经行万州分行客户经
理走访当地制造业理走访当地制造业
企业企业

▲

重庆三峡银行璧山支行客户重庆三峡银行璧山支行客户
经理走访当地小微企业经理走访当地小微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