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采访组 党云帆王海潮李吉森

夏日的沧州，田野里翻滚着金色的麦
浪，联合收割机在麦垄间划出整齐的线
条。远处的智能玻璃温室中，无土栽培的
番茄藤蔓上结出累累硕果。工业园的现
代厂房上，光伏板矩阵如蓝色海洋般铺展
开来；厂房内，储能电池生产线上的机械
臂正在组装最新一代钠离子电芯。

在产城融合的脉搏中，一场“金融春雨”
正悄然降临——身着沧州农商银行红马甲
的信贷员穿行于乡村田野和工业园区，手持
移动终端设备为小微企业和新农人现场办
理金融业务，用跨越城乡的金融服务丈量着
乡村振兴的进度和产城融合的深度。

截至 6 月 30 日，沧州农商银行在“一
池两新万企”行动中设定了共建 28个“信
用微企园区”的目标，走访目标园区内企
业 3294家，并为其中 2507家企业建档；用
信 275家、金额 12.13亿元。该行选定“双
基”示范“根据地”53 个，已完成评议 18
个，投放涉农贷款335户、金额1.34亿元。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擦亮特色产业名片

清晨时分，位于孟村县辛店镇的中国管

道装备产业园里早已机器轰鸣，重型卡车在
园中穿梭不息，工人们正忙着将直径各异的
弯头、法兰、阀门等装车发往全国各地。现如
今，该产业园已入驻企业、商户共500余家。

今年以来，沧州农商银行孟村支行与
中国管道装备产业园共建“信用微企园
区”，全力满足园区内企业的金融需求。
截至目前，该支行工作人员已走访管道企
业和商户136户，预授信21户，发放贷款8
户、金额3750万元。

当前，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女性消
费者对化妆品、化妆刷的需求也随之增
长。在青县马厂镇工业区兴源制刷厂的
车间里，60 多位女工正在生产线上忙碌
着，将各类化妆刷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电商平台有结账周期，15 至 30 天才
能回款，因此通过电商销售化妆刷的公司
普遍存在流动资金压力。今年以来，沧州
农商银行青县支行与当地化妆刷协会建
立联系，经过集中评议，为 62家化妆刷生
产企业授信 8200 万元，目前还有 10 家企
业等待审批，预计授信1500万元。青县支
行为兴源制刷厂量身定制金融产品，最近
发放了一笔500万元贷款以满足其经营需
求，通过为企业注入金融“活水”，不断擦
亮地方特色产业名片。

对接龙头企业
推动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在孟村县高寨镇现代农业园区内，辰
泰食品（河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泰
食品公司）的肉牛屠宰生产线正在不断运
转着。现如今，该生产线每天可以分割
100头以上的肉牛。经过排酸、冷藏后，精
细化分割的牛肉制品发往包括山姆在内
的高端超市，供消费者选购。

据辰泰食品公司负责人李俊义介
绍，牛肉的品质由养殖环节决定。近年
来，该公司创新探索“公司+村集体+养
殖户+金融+保险”的合作模式，建立统
一管理平台，真正做到了“从牧场到餐
桌，品质有保证，产品可追溯”，实现一
二三产业链融合发展，带动广大农户致
富增收。

当前，该公司着力发展的养殖品种为
安格斯肉牛。这类品种的牛，从牛犊开始
饲养，要经过30多个月的育肥期。该公司
将安格斯肉牛分给当地养殖户饲养，一年
为每位养殖户支付6000元费用。同时，周
边粮食种植户可以用秸秆换牛粪，牛粪还
田后可以改良土壤肥力，通过种植养殖业
互补，发展循环经济。 （下转2版）

运河潮涌千帆竞 融通润企百业兴
——沧州农商银行“一池两新万企”行动工作纪实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
THE CREDIT COOPERATIVE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主管 农民日报社主办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社有限公司出版

信用凝聚力量 合作创造价值

2025年7月8日 星期二 乙巳年六月十四 第682期（本期12版） 统一刊号：CN11-0036 邮发代号：1-36 邮箱：zhgnxb@126.com

赋能经济 惠民利企
——《2024年湖南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以
下简称：浙江金融监管局）深入贯彻落实《关于以“千万
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的实施方案》要求，引导全省金融机构将资源
配置向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倾斜，
以精准滴灌的金融“活水”激活山海资源，赋能城乡融合
发展，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竹丝里的“蝶变”
在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青石巷的深处，有一座

白墙黛瓦的院落，传出阵阵“咔嗒咔嗒”的竹编声，
这里是竹韵工坊，一个非遗手工艺传承地。然而两
年前，这座院落却笼罩在阴云之下，订单如雪片般
飞来，工坊却因资金短缺而濒临停产。

转机始于一个春日的午后。黄岩农商银行的“共
富专员”在走访“扩中”家庭时，偶然推开竹韵工坊的木
门，发现工坊仓库积压了价值80万元的竹丝灯罩半成
品，因缺乏包装资金无法发货。“这些本该闪闪发光的
作品，不应该困在这里。”该行“共富专员”对工坊负责
人王天勋说道。两天后，150万元“共富稳业贷”以纯
信用的方式注入了工坊账户——无需抵押、无需担
保，只有对非遗传承的信任与期待。王天勋心怀感
激，火速用这笔资金购入了智能劈竹机和真空覆膜包
装线，竹丝预处理工序从20人协作缩减为3台机器8
小时完成，次品率大幅下降，产能提升数十倍。如今，

“黄岩竹韵”品牌竹编收纳盒已成功进驻上海浦东机
场免税店，单价从200元跃升至880元，竹韵工坊的规
模也从12人扩展到87人，其中43人为返乡青年。他
们不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更习得了非遗技艺
与现代管理知识。

竹韵工坊的蝶变只是黄岩农商银行助力“扩中”共富的一个缩影。截
至目前，该行已为 217家共富工坊授信 4.3亿元。这些工坊如繁星般散落乡
野，成为传承文化、驱动就业、促进共富的“新引擎”。

杨梅山上的“银龙”
盛夏的仙居杨梅山上，索道如银龙穿梭林间，冷库锁鲜设备持续运转、智能灌

溉系统水雾缭绕，省级优秀农创客朱婷的300亩杨梅基地已蜕变为现代化果园。
朱婷的故事始于一次“逆行”。两年前，她从杭州辞职，回到家乡仙居接管父母的

杨梅基地。彼时这片土地还深陷传统农作模式的泥沼——批发商压价、包装落后、销
路堵塞，连年亏损让朱婷一家愁眉不展。“必须建冷库、铺索道、做品牌！”深夜台灯下，朱
婷反复修改创业计划书，但融资难题始终如“悬在枝头的梅子”，看得见却够不着。

这时，仙居农商银行的“浙里担·青农贷”公益项目犹如一道曙光，成为破
局的关键。通过省农担公司提供的零费率担保，该行开通“绿色审批通道”，
提供优惠贷款利率，前后为朱婷放款120万元，彻底解决了她的资金难题。

资金到位后，朱婷的杨梅山开启了“加速度”蜕变。杨梅基地从300亩扩张
到500亩，东魁杨梅树从1500棵增加到3000余棵，硬件上从仅有的2间管理房发
展到6条运输索道、3个冷库，并全面配齐全自动灌溉设备、太阳能灭蝇设备，更令
人眼前一亮的是6公里景观游步道——青石板路蜿蜒穿行于梅林间，游客可在
此体验采摘、观赏智能灌溉系统喷出的水雾彩虹。索道运输让效率提升5倍，冷
库将杨梅保鲜期延长至15天，景观步道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杨梅生长日记”。

这场由金融催生的产业升级，释放出强大的共富动能。朱婷合作社的
杨梅单价从每斤 8元涨至 20元，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带动周边 200余户农
户增收。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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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霍云鹏

近日，湖南省银行业协会正式
发布《2024 年湖南银行业社会责任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由39家会员单位共同参与完成。这
是湖南省银行业协会连续第五年发
布行业社会责任“成绩单”。

《报告》分为湖南银行业“社会
责任报告”和“履行社会责任案例”
两个篇章，从服务实体经济、深耕普
惠金融、发展绿色金融、保护消费权
益、党建与内部治理、防控重点风
险、关爱员工、支持社会公益等方
面，用独立视角呈现过去一年湖南
银行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代表
性、创新性成果，全面展现湖南银行
业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行业风采。

2024 年，湖南银行业全面提升
金融服务质效，为湖南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截至 2024
年末，湖南银行业贷款余额 7.4万亿
元，同比增长 7.2%；存款余额 8.2 万
亿元，同比增长 6%。其中，制造业
贷款余额增长 12.4%，科技型企业贷
款余额增长 23.5%，390 个省内重点
建设项目贷款余额增长 73.4%。

2024 年，湖南银行业深刻把握
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持续深

化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不断加大
普惠金融服务力度。截至 2024 年
末，湖南银行业普惠型涉农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 12.8%，粮食重点领域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 22.4%，助力 200 个
省级美丽乡村建设展现新风貌；促
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下降 0.5 个
百分点，为 135 万个小微企业减免、
清退息费 60.8 亿元；精准聚焦民生
领域需求，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下降 0.3个百分点、减少购房者利息
支出约 31.8 亿元，新发放个人住房
贷款平均首付下降 6.3个百分点、利
率下降 91个基点；“适老化”银行网
点建成比例99.7%。

2024 年，湖南银行业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实施，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积
极服务经济绿色转型。截至2024年
末，湖南银行业清洁能源、节能环保
等领域贷款快速增长，排污权、取水
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业务规模
较上年翻了一番。

2024年，湖南银行业坚守“金融为
民”初心，不断健全完善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机制，致力打造全方位消费者权
益保护体系，着力构建“大消保”工作格
局。2024年，湖南银行业开展多层次、

多渠道、多样式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
育活动3.33万次、触达消费者4700余
万人次；开展纠纷调解12.72万件，调解
成功1.98万件、金额57.2亿元。

2024年，湖南银行业始终坚持和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积极培育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开
展各类廉政教育 3771 次、覆盖员工
24.47万人次，行业廉洁自律氛围日
益浓厚；向1061个“白名单”项目授信
1808.3亿元，支持保交房项目交付率
达到98%，有力地保障了房地产领域
的平稳健康发展。截至2024年末，湖
南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1.37%，拨备覆
盖率 199%，累计处置不良贷款金额
710.3亿元，再创历史新高；继续保持
平稳运行的良好态势，主要风险指标
稳健，防风险韧性有效增强。

2024 年，湖南银行业将履行社
会责任融入发展基因，用心感恩回
馈社会。在防汛救灾的关键时期，
湖南银行业及时为受灾群众和企业
提供暖心金融服务，支持公益慈善
项目1034个，投入资金超7000万元，
帮助群众近 66.57万人次，员工志愿
者活动时长近 88.3 万小时，以金融
力量勾勒出湖南银行业践行社会责
任的鲜明“画像”，为社会可持续发
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温暖动能。

农金微评

□ 本报采访组 徐道红李道海张振京

在江苏省常州市这片经济沃土之
上，江南农商银行以服务为“锚”，深耕金
融创新的实践沃土，将无形的服务转化
为最独特的金融产品。该行通过供应链
金融、非金融服务、产品创新三大维度，
构建起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以链为脉，激活产业生态

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风农机）的产品涵盖拖拉机、插
秧机、收割机等，拥有100多家上游零配
件供应商及800多家下游经销商。江南
农商银行依托“融E链”模式，为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提供定制化融资方案，目前
已准入产业链上的企业 79 家，覆盖常
州、苏州、无锡等多个地区，实现新增用
信客户24户，贷款金额达2.15亿元。

该行摒弃传统的核心企业概念，将
核心企业指标下沉，以产业链条的完整、
清晰、固定性要素来评定核心企业；通过
网格化上门走访核心企业，依托核心企
业长期积累的供应商或下游客户的人
品、运营能力、市场份额等“小数据”，开
展入链企业初选，融合税务、开票、行业

流水等多维数据，为核心企业的上下游
企业进行精准“画像”；针对不同行业、企
业的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制订有针对性
的金融服务方案。

近三年来，江南农商银行供应链金融
已涉及汽车零配件、新能源、医疗生物制
药等众多产业。截至今年5月末，该行通
过“融E链”共认定核心企业超5000家，链
属准入企业超9万家，实现链上企业新增
用信8460家，用信余额达230余亿元。

赋能场景，构建生态范式

常州市龙湖香醍漫步支行作为江
南农商银行首家“社区银行”样板，突破
传统网点定位，探索“金融管家”服务模
式，承接快递代收、洗车养护、宠物照
看、书画教学等高频生活服务。截至目
前，该服务模式已经覆盖 20个社区，服
务 1.3 万户居民。2024 年，该支行非金
融业务带动存款增长27%。

江南农商银行出资开发的“智慧食
堂”系统，独家承接食堂商户账户开立
与政府补贴发放，为 135家社区食堂提
供养老助餐场景服务，使用人脸识别系
统、支付结算服务，为机关、企业等单位
提供数字化就餐服务，年沉淀对公活期
存款 5 亿至 6 亿元，实现了社会效益与

资金留存双赢；“智慧医保”覆盖常州41
家医疗机构，签约用户超 23万户（占全
市90%），实现门诊缴费免排队；“智慧停
车”突破常规，将ETC信用卡申请年龄
上限延至70岁，推进无感支付全覆盖。

打破传统桎梏
构建多层次产品矩阵

近年来，江南农商银行依托常州大
数据局的相关数据，通过网格化走访与
采集新型农业主体信息，协同人民银行
常州市分行完善“常农分”信用体系建
设，用“数据+产品创新+服务+政银合
作”，更好地服务主责主业。截至5月末，
该行“三权抵押”贷款余额24.69亿元，其
中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
贷款余额24.25亿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贷款余额3300万元；额度高、利率优、
期限长、担保灵活的“四好农路贷”用信
169户、用信金额10.27亿元；专项支持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江南富村贷”用信
1540万元；支持粮食储存、加工等环节的

“常粮贷”余额1000万元；扶持地方特色
产业的“青虾贷”用信93户、金额3100万
元。除此之外，江南农商银行还与江苏
农担公司联合创新推广“丰穗贷”“惠农
贷”“新农菁英贷”等多个助农金融产品，

全行涉农贷款余额突破 732.53亿元，惠
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超3万家。

江南农商银行在推进以核心企业为
圆心，以链属企业为基点，构建“1+N”融E
链模式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的同时，聚焦
关键领域，与常州市发改委、市场监管局、
人社局等关键部门签约合作，联合人社局
推出“苏岗贷”保就业；联合应急管理局推
出“企安贷”稳生产；联合市场监管局推出

“智改数转贷”促升级。为更好地服务新
市民，该行创新推出“阳光新市民贷”，截
至目前，贷款余额9.56亿元。除此之外，
该行还与常州市总工会、常州市妇女联合
会、共青团常州市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开发

“巾帼贷”“富民创业贷”“工会创业贷”“妇
女创业贷”等产品，以更好地服务不同领
域的客户群体。今年以来，该行累计发放
贷款2705笔、金额7.45亿元。

在银行业同质化竞争加剧、利差收
窄的背景下，江南农商银行通过深度嵌
入产业肌理，精准触达民生痛点；通过
创新组织机制与服务模式，让金融服务
如活水般，精准灌溉实体经济的每一寸
沃土，将无形的服务锻造成最坚固的竞
争壁垒，生动诠释了“金融为民”、服务
实体的本源价值，为区域银行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江南路径”。

服务铸就核心竞争力
——江南农商银行金融服务的创新实践

今年以来，内蒙古农商
银行通辽中心支行以奶源
为突破口，构建全产业链金
融服务体系，持续创新金融
产品，加强对君乐宝乳业
公司奶源供应商内蒙古君
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信
贷支持，并为其授信640万
元，努力将金融服务嵌入

“从田间到餐桌、从一棵草
到一杯奶”的各个环节，助
力奶业高质量发展。图为
该支行工作人员深入奶业
公司生产车间，进行实地
调研。 张军成

5 月 7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
监会联合发布《支持发行科创债有关
事宜的公告》。目前，科创债新政已实
施两个月，银行发行债券情况如何？

截至6月30日，全国债券市场已发
行387只科创债，规模超5800亿元。作
为科创债重要的新增发行主体，银行发
行科创债的数量已达 26 只，规模超
2000亿元。

自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以来，
十多家中小银行正在“跑步”入场，科
创债发行热情高涨。其中，青岛农商
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簿记发行
10亿元科技创新债券，是全国农商银
行的首单。此外，青岛农商银行还创
造了另一个纪录：在浦发银行柜台成
功完成全国首单上海清算所托管科创
债券质押再贷款交易。此举打破了科

创债仅作为投融资工具的局限，将其
成功拓展为质押融资标的，丰富了科
创债的应用场景。

创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标志着银
行支持科技创新进入新阶段。在传统
贷款模式下，由于科创企业轻资产、高
风险、缺乏抵质押物的特征，难以满足
银行的贷款要求。因此，银行贷款在
支持科创企业方面处于“配角”地位。

科创债是金融工具与科技创新的
深度融合。银行作为新加入的科创债
发行主体和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将
在促进科技创新中扮演关键角色。通
过发行低成本、长期限的科创债，银行
能够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负债成本，强
化科技金融服务，精准匹配不同生命
周期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为实体经
济注入更强劲的创新动能。

□ 霍云鹏

科创债：让银行从“配角”到“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