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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农商银行

为特色产业注入新动能
人民银行绵阳市分行

大力推广资金流信息平台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绵阳市分行

积极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大力推广全国
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以
下简称：资金流信息平台），为中小微
企业开拓融资新渠道。

针对四川绵阳某科技型企业的资
金链现状，建行绵阳分行通过对该企
业近三年的资金流水、履约记录以及
票据流转数据进行精准诊断，以1.7亿
元贴现贷款为样本，成功探索出一条

“数据增信、精准滴灌”的资金流信息
平台融资新模式，并创新推出了《资金
流信息贴现方案》。这一举措不仅解
决了企业的即时资金需求，而且还通
过稳定上下游结算关系，有力地保障
了产业链、供应链畅通，释放出的资金
被投入到核心技术研发中，进一步推
动了企业产能提升。 唐大璞 何明圆

在地方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山西
忻州农商银行始终扎根基层、服务本
土，以金融之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成为地方百姓身边的贴心
银行、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

面对广袤乡村的发展需求，忻州
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用
金融“活水”浇灌特色农业，深度融入
乡村发展脉络。为助力当地稳定粮食
生产，该行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13.42亿
元，支持了数千户种粮大户扩大种植
规模、引进先进农业设备与技术，有效
保障了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在特色农
业领域，该行针对从事糯玉米及辣椒
种植等特色农业产业的农户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提供专项贷款，金额共计

1500万元，助力特色产业改造升级，推
动品牌打造，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使其
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柱。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毛细
血管”，忻州农商银行精准“输血”，
深入了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痛点，积极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
模式。针对缺乏抵押物但经营状况
良好的小微企业，该行推出“经营流
水贷”，依据企业日常经营流水情况
给予合理授信，为众多小微企业解
了燃眉之急。截至目前，该行已累
计为 70 余家小微企业提供信贷资金
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 11.62 亿
元，为地方实体经济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金融“活水”。 任飞鸿

近年来，江西奉新农商银行大力
发展绿色金融，通过创新专属产品、
单列专项计划、提升专业服务“三专”
手段，重点支持辖内锂矿资源综合开
发利用，实现变废为宝、“点锂成金”，
助力地方经济绿色发展。截至今年 4
月末，该行累计发放锂电循环产业贷
款 3.2 亿元，技改后年固废堆积减少
15万吨，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获贷
率达 82%，基本形成了“资源—产品—
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金融服务
模式。

为满足锂电产业的资金需求，该行
每年单列锂电产业专项信贷资金 1亿
元，对锂电废渣处理企业最高给予

200万元信用贷款、500万元抵质押（保
证）等担保贷款额度，且相关企业可凭
技术专利质押方式增加授信额度。

为大力践行“服务暖行”战略，提
高企业专业化服务水平，该行一方面
建立金融服务顾问机制，派驻“锂电金
融顾问”入企服务，常年组织“赣金红
盾志愿服务队”深入园区摸排企业资
金需求，与园区管委会联合开办“金融
夜校”，解读产业政策、开展金融知识
入企宣传，进一步加强“银企”互动；另
一方面，大力推广“小微易贷”产品，打
通线上申贷通道，结合“线上+线下”平
台，畅通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发展注
入金融动能。 李绪平 熊卉

“这笔资金及时到账，真是解了我
的燃眉之急！农商银行的金融产品灵
活又接地气，特别契合我们零售行业
的需求。”在山西武乡农商银行城关支
行的营业柜台前，客友副食店的赵老
板看着贷款到账短信连连赞叹。

作为主营日用百货、酒水饮料的快
销品集散点，客友副食店日常客流量稳
定。近期，面对消费市场的结构变化，
该店急需资金订购适销的成品烟。“烟
草销售必须线下实体经营，但不同品牌
卷烟市场的需求差异很大。有些品类
周转慢却必须维持库存，资金占压严重
时，甚至需要四处筹措应急款。”赵老板
坦言目前遇到的经营困境。

武乡农商银行城关支行客户经理
张宁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
向其推荐了“商易贷”产品。从提交申
请到 30万元信贷资金到账，全程仅耗
时1个工作日，成功解决了客友副食店
的资金周转难题。“现在支付烟款灵活
多了，用多少借多少，资金周转效率显
著提升。”赵老板算了一笔账，今年预计
可增收3万余元。据悉，武乡农商银行
持续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机制，通过包括“商易贷”在内的特色金
融产品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
至3月末，该行已为县域内87家小微商
店授信 2300万元，切实以创新金融服
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李静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
管，承担着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激发
市场活力的重任。为全力推进支持小
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落地见效，
助力小微企业蓬勃发展，江西莲花农
商银行精准施策，以进一步破解小微
企业融资难题。

该行创新推出“社保贷”“莲商贷”
“莲抵贷”“莲创贷”“莲兴贷”等特色金
融产品，针对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特
点与资产状况为其提供适配的融资方
案，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截
至目前，莲花农商银行小微企业信用
贷款余额 4.86 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
企业信用贷款余额 4.84 亿元；累计为
23家制造业民营企业提供中长期贷款
1.55亿元，累计为 26家小微企业发放

“财园信贷通”1.14 亿元，切实扩大了

普惠金融覆盖面。
该行依托“莲兴贷”智能风控系

统，实现 50万元以下贷款全流程线上
发放，最快 30分钟完成贷款审批及放
款，线上业务占比达70%；设立16家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驿站，配备专属客户
经理团队，开通贷款审批“绿色通道”，
对小微企业实行“即报即审”，平均放
款时长压缩至 2 个工作日，让企业多
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工夫跑审批，千方
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进一步激发企
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以前总觉得银行政策像‘雾里看
花’，这次续贷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金
融政策的温度。”近期莲花县顺通路桥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突遇1380万元贷款
到期，因为周转资金不足而陷入困
境。在续贷之际，该行客户经理通过

“贷款明白纸”逐项为该公司负责人解
析可减免的评估费、过桥费等，为该公
司量身定制“无还本续贷”方案，成功
为其节省了约2万元的融资成本。

小微企业一头连着经济和发展，一
头连着千家万户。莲花农商银行始终
坚持“应续尽续、能续快续”原则，致力
于为小微企业卸包袱、降成本。今年以
来，该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年初下降
0.17个百分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加
权利率较年初下降0.61个百分点，累计
为小微企业减免各项费用超100万元。

举目已是千山绿，宜趁东风扬帆
起。下一步，莲花农商银行将以更高
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破除小微企
业发展难点、堵点、痛点，为促进小微
企业高质量发展谱写更加多彩绚丽的
篇章。 朱雨婕

近日，广西灵山县农信联社各项
存贷款余额成功突破350亿元大关，其
中存款余额达 218 亿元，贷款余额达
132亿元。这一里程碑式的跨越，标志
着灵山县农信联社的资金实力和服务
能力迈上了新台阶。

该联社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发
展战略，发挥“短平快”决策优势，扎
实推动重点领域金融强链、补链工
作。对自治区“双百双新”“专精特
新”高新技术企业等重点给予信贷资
金支持，助力县域公共设施、文旅产
业、重点民营企业等重大项目落地建
设。近三年来，该联社累计发放对公
贷款 46亿元。

围绕平陆运河建设，灵山县农信

联社积极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通过深入陆屋、沙坪、旧州 3个乡镇运
河经济带沿线实地了解企业、商户和
农户的金融需求，有效解决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自平陆运河建设以
来，灵山县农信联社累计向沿线农业
生产、餐饮、运输等领域农户、企业发
放贷款3.39亿元。

此外，灵山县农信联社还深入贯
彻落实绿色金融发展理念，成立了绿
色金融专营机构，进一步加大对新型
建材、水资源供应、污水处理等绿色
产业主体的资金支持力度。近三年
来，该联社累计发放绿色贷款 2.35 亿
元，为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金融支撑。 邓海仙 余文华

长期以来，四川达州农商银行始
终高举普惠金融大旗，以“支农支小、
服务实体”为战略基点，通过创新产
品、优化服务、减费让利，谱写出金融
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截至 2024 年 4 月末，该行存贷规模突
破 2490亿元，总量位居达州金融机构
首位，其中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304.98
亿元，占贷款总量的 39.47%。近三年
来，该行累计为 1.47 万家民营经济主
体发放贷款 166.44 亿元，民营经济贷
款净增15.55亿元。

达州川牧生猪养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川牧生猪养殖公司）是大竹县
域内规模较大的生猪养殖企业，目前
存栏生猪 4000余头。“2024年，公司因
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又恰逢仔猪生产，
急需大量资金购买饲料，因为没有合
适的抵押物，前往几家银行申请贷款
都被拒绝了，是农商银行以生猪活体
抵押的方式为我们发放了 500万元贷
款，助我们渡过了难关。”该公司负责

人感激地说道。
今年以来，达州农商银行大竹支行

的工作人员通过深入企业走访了解到
川牧生猪养殖公司因为仔猪即将生产，
购买饲料的流动资金再一次出现了缺
口。获悉具体情况后，该支行工作人员
认真分析企业生产周期、经营现状、市
场行情等情况，从为企业纾困解难的实
际效益、打响“川猪”品牌的社会效益出
发，为企业再提供150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切实解决了企业资金难题。

在位于开江县广福镇双河口村丁
昭桥的茶园里，数十名采茶工人身挎
竹篓，穿梭在茶树之间，一双双巧手在
嫩叶间“舞动”，不到半天工夫，嫩绿的
茶青就装满了茶篓。山上采茶忙，山
下忙制茶。在茶叶加工厂里，机器轰
鸣，新采摘的鲜叶经过摊放、杀青、揉
捻、烘干等工序制成茶叶，口感醇香回
甘、色泽绿润、品质极好，深受消费者
追捧。

“现如今，公司的茶园规模达1439

亩，其中老茶场630亩、新茶园809亩。
这一切主要得益于我们公司在前几年
向农商银行申请的100万元贷款，在这
笔贷款的资助下，我们进行了新茶园打
造和仓房设备升级。”开江县双河鸿鑫
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丁总说道。

据了解，广福镇峰峦叠嶂、沟壑纵
横，常年雨量充沛、山雾弥漫，是种植
高山茶的沃土。近年来，达州农商银
行仅在广福镇就为多家龙头茶企发放
了500万元信贷资金，助力当地种植茶
叶 5000 余亩，带动附近超 500 户村民
加入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带动采茶
工人增收近8000元。

近三年来，达州农商银行利用政
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风险分担功能，
运用无还本续贷、循环贷款等方式，为
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更加
灵活的还款方式，累计为 3789家民营
企业办理无还本续贷44.08亿元，为地
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

“活水”。 张瑞千

达州农商银行打好“组合拳”

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莲花农商银行破译融资密码

解锁小微企业“成长方程式”

廊坊市城郊农信联社

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宣传
为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效能，深入贯彻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
工作机制，河北廊坊市城郊农信联社扎
实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宣传。

为满足客户对于金融产品和服务
的多样化需求，廊坊市城郊农信联社
爱民道信用社工作人员积极向附近社
区居民宣传金融产品、普及金融知识，
为他们提供专业而又周到的资产配置
咨询服务。

该联社与享动乒乓球俱乐部在新
朝阳购物中心联合举办乒乓球比赛，
在赛场周边搭建“一池两新万企”行动
宣传区，进一步提升宣传成效。自“一
池两新万企”行动启动以来，该联社已发
表宣传报道 16篇，发放产品宣传手册
3000余份、产品入户“明白纸”5000余份，
走访小微企业4.7万余家。 刘薇王傲

泰顺农商银行

多举措缩小“三大差距”
今年以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

泰顺农商银行紧扣地区、城乡、收入“三
大差距”精准施策，为山区共同富裕重要
窗口建设注入金融动能。截至4月末，该
行信贷投放总量202.48亿元，涉农贷款、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均居全县首位。

该行围绕产业载体与特色经济双
线发力，积极支持“政府+租赁+农村
集体经济”模式，创新打造“飞地经济”
金融服务体系。截至 4 月末，该行已
累计投放8.53亿元信贷资金助力特色
产业培育。

该行创新打造“物理网点+丰收
驿站+线上渠道”三位一体的金融服
务网络，全面开通“就近办”政务服务
功能，实现基础金融服务 100%全覆
盖。截至 4 月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达 175.22亿元，惠及全县四分之三的
农户。 章津津

雄县农信联社

激活消费市场金融引擎
自“一池两新万企”行动开展以

来，河北雄县农信联社积极响应并深
入贯彻行动精神，多维发力激活消费
市场的金融引擎，为县域经济的蓬勃
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该联社充分发挥人缘地缘优势，开
展“清单式”“网格化”走访，全面打通小
微企业融资堵点、卡点，及时响应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消费服务
领域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支持消费供
给主体健康发展。截至今年4月末，该
联社工作人员综合摸排走访客户1.33
万户，收集意向客户信息1118户，已授
用信133户、金额9.22亿元。

除此之外，该联社还为黄湾村雄山
公园美食广场内80余家商户统一开通

“聚合支付”收款码，截至4月末，累计交易
超2万笔、金额超30万元。 郭嘉珍

今年以来，山西定襄农商银行集中力量对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全产业链资金支持，坚持“送资金到手、送服务入心”，为当地农产品增产、农户增收注入强劲金融动能。截至目前，
该行涉农贷款投放金额较年初净增1.95亿元。图为该行工作人员走访当地种植户，了解其融资需求。 李平 王昕

桐庐农商银行

金融加力让桐庐味道更“出圈”
为破解“桐庐味道”农产品品类、

体系“多、散、小”等问题，浙江农商联
合银行辖内桐庐农商银行明确将“桐
庐味道”产业作为信贷支持的重点领
域，助力“桐庐味道”从舌尖流量向商
业密码转变。

该行对全县范围内的个体工商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全面走访对接，通
过整合商户资源、提供精准金融政策咨
询指导、上门及线上企业开户服务等，
推动传统路边摊转型升级为特色小吃
店，有效提升了“桐庐味道”的品牌影响
力及上下游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截至
目前，该行工作人员累计走访“桐庐味
道”经营商户121户，并为全部走访商户
开立结算账户；累计为56户“桐庐味道”
经营商户发放贷款1.96亿元。 邱艳芬

奉新农商银行

助力地方经济绿色发展

武乡农商银行

“商易贷”让商店备货无忧

灵山县农信联社

存贷款余额突破350亿元

（上接1版）
2009 年，沈怀淑从国有企业下岗

后，在柳卓乡西江村附近租赁200亩土
地种植粮食、蔬菜、水果和中草药，养殖
鸡鸭、牛羊等。经过多年摸索和筹划，
他所创立的三禾农业公司现在拥有
4000平方米的配送中心，为政府机关、
批发市场、商场超市配送蔬菜，还建设
有1.5万平方米的冷库，对外承接蔬菜、
冻品的储存业务，为 80多名农村剩余
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助力农民增收。

在沈怀淑创业初期，定兴县农信
联社曾为他提供 500万元的信贷资金
支持，帮助他开发种植养殖项目。后
来，三禾农业公司发展蔬菜配送、冷库
项目，定兴县农信联社的工作人员积
极上门对接，多次增加授信，为该公司
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今年以来，在“一
池两新万企”行动期间，定兴县农信联
社信贷服务员再次上门回访，沈怀淑
感激地说：“穿着红马甲的信贷服务人
员一直在我们身边，农信社是距离我
们最近的银行，也是我们发展农业、开
拓新业务的坚强后盾。”

千年药都焕新颜，农信服务增动能

安国市古称祁州，地处冀中平原腹
地，滹沱河故道沉淀的肥沃冲积平原，
孕育出“千年药都”的传奇。安国在北
宋时期即为北方药材集散中心，现在安
国国家级中药材市场年交易额超 300
亿元，数字中药都汇聚3000余家药企。

走进安国中药材批发交易市场，
浓郁的中草药味道扑面而来，各类中
药材商户的摊位鳞次栉比，蒲黄、白
术、黄芪等满袋的中药材静待客商挑
选。据了解，该批发交易市场有商户
超 1000名，大部分是安国周边乡村的
药材种植户。

在中药材批发市场入口，安国农
商银行设立了专门的接待厅，用来发
展“商圈贷”。“商圈贷”是服务中药材
市场商户的专属产品，利率低至3.2%，
不仅放款快还额度高。自“一池两新
万企”行动启动以来，该行“红马甲”服
务人员每天都在药材交易市场 1、2、3
号厅穿梭走访，发放宣传册。经过主
动对接，该行已将 760户客户列入“商

圈贷”客户清单，授信超过 6000万元，
为其中27户商户发放贷款1326万元。

东河村瓜蒌产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
代中期，目前已发展成全国药用瓜蒌的主
要加工地，全村137户、548人从事瓜蒌产
业，加工的瓜蒌产品占全国中药材市场瓜
蒌总量的80%以上。为了支持东河村瓜
蒌产业发展，安国农商银行为东河村130
多户瓜蒌从业户开发专属“瓜蒌贷”产品，
整村授信3000多万元，村民用信1700多
万元。在农商银行的支持下，近年来，瓜
蒌在东河村落地生根，提升了土地利用
效率，彻底改变了村庄面貌。据统计，当
地每亩年产6000斤鲜货瓜蒌，销售收入可
达9000元至12000元，远超其他农作物。

当前，保定农信辖内各行“红马甲”服
务队通过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及街道
园区，持续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
为小微企业以及农村、县域各类经营主体
送上最及时的金融服务，全链条打通小微
企业融资的堵点和卡点，用一池农信资金

“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保定市乡村
全面振兴蓄势赋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持
续注入农信人的澎湃动能。

（上接1版）
刘丰代表全行 3万名干部员工对

在改革化险、开业筹建过程中给予大
力支持、倾力付出的各级领导、各级政
府和筹建工作小组成员单位表达了衷
心感谢。他说，农信发展历程是诠释
金融为民的生动写照，金融改革化险
是兑现金融为民的历史责任，农商银
行扬帆启航是坚守金融为民的时代要
求。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农商银行
唯有知重负重、苦干实干，用看得见、
能落地的实绩，才能不负党委、政府的
重托，回报社会各界的期盼。全行将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准发展方向，坚
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金融政策；将始
终坚守市场定位，把工匠精神融入“简
单金融”，用朴实的服务浇灌出开遍北
疆的普惠之花；将始终把合规文化贯

穿于农商银行经营发展的全过程、各
方面，以上率下、徙木立信，以行稳致
远兑现“心天地、行未来”的愿景承诺。

在仪式现场，内蒙古农商银行同
时发布了新机构的企业文化理念、服
务品牌设计及主要业务条线的金融
产品，并与中信银行、自治区农牧厅、
内蒙古林草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江馨微电机科技有限公司、乌拉
特中旗养殖大户等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

内蒙古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成
员单位、自治区有关厅局、呼和浩特市
政府、同业机构负责同志，内蒙古农商
银行股东代表、董事，总行领导班子、
各部室负责人，部分党员、退休老干
部、分支机构负责人、基层干部员工代
表参加仪式。

内蒙古农商银行正式挂牌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