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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行 快讯

回归本源
找准服务乡村振兴着力点

全市农商银行将信贷产品创新作为服务乡
村振兴的着力点，立足“面向三农、面向小微企
业、面向社区家庭”的市场定位，围绕客户多样
化、个性化需求，加大信贷产品创新力度，先后推
出“强村贷”“农耕贷”“大棚贷”“乡村好青年贷”

“微型企业主贷”“创业担保贷”等“线上+线下”60
余款信贷产品，实现了为客户量身定制化金融服
务。同时，积极与省农担公司、财政及保险公司、
人社、国土、农业等部门合作，推广“鲁担惠农贷”

“政银保业务”“创业担保贷”“双保惠农贷”“两
权+担保”、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
押、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等多样化信贷模式，
有效满足了乡村振兴信贷服务需求。如邹城农
商银行创新推出“农村集体股权质押贷款”，借助
齐鲁产权交易中心邹城分公司平台作用，变农户
资产“死钱”为“活钱”，被央视“焦点访谈”、山东
新闻联播等节目报道。至9月末，该行共发放股
权质押贷款113笔，金额3150万元。

全市农商银行

当好金融主力军 打造乡村振兴“济宁样板”

“农商银行真是把周到的服务送到了
我们家门口，贷款办理特别方便，不用提供
担保和抵押，用手机银行就能放款15万，
在我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帮了大忙！”任城
区长沟镇赵王堂村金属编织户李冠冠提到
农商银行为自己提供的帮助很是激动。

今年以来，济宁农商银行深入践行“以
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做好基础类
客户“四张清单”的获取，有效掌握辖区内
村庄的特色产业项目，通过开展整村授信
以及行业客户分类营销，逐户进行上门走
访对接，将信贷资金送上门，为当地特色产
业发展“赋能”。截至9月底，该行已为辖内
特色产业客户授信9346万元。

“四张清单”加大乡村特色产业客户营
销深度。为全面定位基础客户，深度营销
乡村特色产业客户，该行制定《济宁农商银
行四类客户清单对接工作方案》，下大力气
获取行政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城市
社区“四张清单”。通过对比匹配行政村以
及个体工商户清单，全面梳理乡村特色产

业客户，组织支行客户经理通过电话营销、
微信营销等方式重点宣传该行信贷产品，
逐户上门走访意向客户，明显提升了授信
用信成功率。截至9月底，完成对接3.98
万户。

“整村授信”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客户营
销广度。该行通过制定《济宁农商银行
2020年网格化营销暨整村授信实施方案》，
在全行范围内分批次开展整村授信的村
庄，并按月进行督导验收。通过对接村委
获取村民花名册，采用关键人背靠背评议
等方式，筛选出符合授信条件的客户，通过
白名单导入的形式批量化进行授信，对预
授信成功的客户利用金融夜校、党建共建
等活动现场进行“信e贷”放款，引导客户主
动体验手机放款的快捷便利，持续扩大授
信覆盖面，全方位提升客户营销广度。截
至9月底，该行开展金融夜校124场次，累
计授信2.47亿元。

“分层营销”提高乡村特色产业客户营
销精度。该行制定《基础客户及行业客户

营销实施方案》，对全行存量客户实施“分
岗管户”，不断强化维系客户关系。对不同
行业的客户实施分层营销，分组分类辖区
内乡村特色产业客户，通过开展有针对性
的调研和全员集中营销活动，为不同的特
色产业客户提供符合实际的信贷产品，重

点以创业担保贷款为抓手，满足特色产业
客户经营资金需求，同时提供存款、结算等
配套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营销精度全方
位满足客户金融需求。截至9月底，该行累
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788户、金额3.46亿
元。 通讯员 吴庆勤

鱼台县清河镇的柳清湖，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着来自
各地的经销商和游客。可谁又能想到，三年前，这里还是
一片荒芜破败的塌陷区。当时正面临塌方地撂荒的局面，
柳清湖边的大薛村塌方不塌志，抓住县委县政府治理采煤
塌陷区的有利时机，成立鱼台县浩泽水产品养殖合作社，
因地制宜，采用深幅沉陷土地蓄水养殖复垦措施，利用附
近水利工程设施，将塌陷区改造成平原水库，积极发展鱼
类养殖业，养殖面积达到2700余亩，经济效益连年攀升。

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养殖业带来了不小
的冲击，浩泽水产品养殖合作社法人代表李女士说：“我们
合作社的成鱼主要销往徐州、湖北等地，因受疫情影响，交
通运输受阻，销售受挫，资金回流也遇到了困难。现在正
是水产行业搞生产的关键时期，也正是用钱的时候。”鱼台
农商银行客户经理了解到合作社需求后，为其开启贷款审
批快速通道，为她发放鲁担惠农贷80万元，用于该合作社
购买鱼苗和饲料周转，解决了燃眉之急的合作社顺利渡过
了难关。

目前，该合作社年产值300余万元，创造工作岗位30
余个，除成鱼销售外，还带动了饲料、运输等周边产业的发
展。同时，合作社利用紧邻柳清湖的生态优势，打造万福
源生态湿地公园，增设游艇亲水旅游、垂钓、采莲赏荷等娱
乐项目，逐步实现“乡村产业旺起来、生态环境好起来、人
民生活富起来”的发展目标。

近年来，鱼台农商银行坚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
定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突出信贷投向，支持乡村产业发
展，通过创建样板村等举措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下
步，该行将继续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促进党建与业务
的深度融合，服务乡村振兴，助力乡村经济发展腾飞。

通讯员 刘健 随梦涛

鱼台农商银行

采煤塌陷区里
跳出“金鲤鱼”

今年以来，兖州农商银行充分利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
体系，加大创业担保贷、鲁担惠农贷等政策性贷款投放力
度，为有信贷需求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持，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

众鑫合作社位于济宁市兖州区的漕河镇张庄村，是一
家由乡镇政府牵头，村集体领办的经济组织合作社，引进
脱水蔬菜挑选项目，投资约80万元建有高标准生产车间
450平方米，年产能500余吨，产品主要出口韩日和欧美国
家，业务规模较大，市场前景良好，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
位30余个，有效缓解了该村劳动力人口外流的趋势。由于
合作社处在农副产品加工的中间环节，收购上游种植户农
副产品需要即时支付货款，而与下游出口之间却是定期结
算资金，因此在经营中经常出现资金暂时短缺的现象。加
之合作社是轻资产企业，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在一般的授
信过程中能够获得的信用额度较低、贷款相对困难。资金
流动性的压力逐渐让合作社出现了资金瓶颈，影响了正常
运转。

兖州农商银行漕河支行客户经理在进行样板工程建
设工作中，了解到该合作社的资金需求及困境后，迅速与
山东省农业担保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在深入了解其经营
能力和资产情况后，简化审批流程，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了该合作社30万元资金需求。同时按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贷款政策，优惠贷款利率，为该合作社降低了融资成
本。有了信贷资金的精准扶持，众鑫合作社的业务规模
不断扩大，营业额也从之前的每月几万元升至现在的几十
万元，带动区域内蔬菜种植业不断发展壮大，惠及漕河镇
众多农户。

普惠金融服务下的众鑫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只是当地
众多合作社发展壮大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兖州农商银
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服务小微”的市场定位，积极利用
政府搭建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平台，主动加强与各部门之
间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精准定位、及时投放创业担保
贷、鲁担惠农贷、强村贷、乡村好青年贷等信贷产品。截至
9月末，兖州农商银行各项贷款余额66.83亿元，较年初增
加3.09亿元，增幅4.85%；涉农贷款余额23.86亿元，新增
创业担保贷款901笔、1.52亿元。与省农担公司开展深度
合作，成功投放鲁担惠农贷39户、2695万元，是2019年全
年投放量的22倍。 通讯员 祝松

兖州农商银行

信贷扶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成效显著

提质增效
把握服务乡村振兴基准线

充分发挥全市农商银行人缘地缘优势，
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打造独具特色、政
银互动的服务乡村振兴特色模式，有效提升
服务质效。省联社与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全市农商银行将围绕农业新业态发展
需求，支持农业“新六产”、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方位满足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产业
链信贷需求，力争三年内累计投放贷款不低
于2000亿元，其中乡村振兴类贷款不低于
1500亿元。深入推进乡村文明建设，选派
350名优秀干部到乡镇、村居挂职副乡（镇）
长、村主任助理，参与乡村经济社会事务管
理，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支持。积极开展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样板村建设，以点带面提升
乡村振兴服务质效，全市共选树乡村振兴样
板村1598个，打造服务乡村振兴可复制可
推广的样板经验。

增户扩面
确保服务乡村振兴覆盖面

全市农商银行持续加大信贷支持乡村振兴的
同时，始终坚持服务城乡居民的初心，积极践行普
惠金融，加大电子机具布设力度，畅通农村金融服
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覆盖
面。一是延伸服务半径。全市开设营业网点328
处，覆盖全市所有乡镇（街道）；组建2619人的农村
金融服务员队伍，设立农村金融服务点2619处，布
放农金通设备2016台，服务行政村5989个，实现了
基础业务不出村，综合业务不出镇。二是提升综合服
务水平。围绕群众服务堵点、难点，发挥网点渠道优
势，通过与政务、人社、税务等部门合作，将征信查询、
社保缴费等便民服务引入网点，并在各乡镇网点布
设社保即时制卡设备，实现社保卡业务“一站式”办
理。目前，已无偿开办社保卡128.73万张。三是落
实惠民政策。加大无偿代发涉农类补贴工作力度，
将国家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今年以来已无偿代发粮
补、新农保、农机补助等各类涉农补贴431万笔、17
亿元，惠及180余万户乡村百姓。 通讯员 杨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作为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全市农

商银行，主动担当，率先行动，按照“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

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发展普惠

金融，今年以来累计发放各项贷款689亿元，其中

累计发放乡村振兴贷款460亿元，为全市乡村振兴

提供了充足资金保障和优质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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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农商银行

“四张清单”赋能乡村特色产业振兴

近年来，邹城农商银行党委坚持走“党
建引领”之路，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积极
探索基层党建与金融服务的结合点，大力
推广“党建共建+整村授信”模式，促进农商
银行与地方党政部门双向联动，以党建共

建为切入点，依托“整村授信”，创新工作机
制，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党建引领，强化服务。该行以党建共
建为推进方式，选派优秀党员干部到村委
挂职驻村书记，组织各党支部与村委召开
动员大会，并在村居通过悬挂宣传标语、利
用村内广播、开办“金融夜校”、发放宣传传
单等方式广泛开展前期宣传动员。为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该行在“整村授
信”推进过程中，成立党员服务小分队，从
客户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群体为客户量身
打造适合的金融产品。党员小分队严格落
实“一线工作法”，工作地点从银行网点搬
到村中院舍、田间地头，既向村民宣介农商
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又拉近了与村民之间
的距离，助推“整村授信”工作开展。

挖掘需求，筑牢整村。结合当前辖区

金融授信环境与形式，深耕细作谋拓展，努
力探索经营发展新路径，从服务“三农”着
手，将整村授信工作广义化，加大真才实学
利民惠农的宣传力度，积极对接村两委、党
员等，通过“电话邀约、微信回访、主动营
销、上门服务”的方式，逐步让整村授信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
推进氛围，形成具有特色的金融服务工作
模式。同时，为村中的党员先锋和乡村致
富带头人开通信息建档和预授信绿色通
道，在满足广大村民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
对乡村振兴先锋模范的优先支持，发放“乡
村好青年贷”，助推工作开展。

整合资源，及时跟进。在整村授信工
作推进中，该行针对辖内村民白天忙上班、
外出打工不在家情况，利用下班后晚上的
时间，逐一走进农户家中，宣传营销农商银

行产品服务，让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到贴心的金融服务，减少了村民跑腿次数，
提升了服务体验。同时加强预授信客户体
验用心的引领，客户经理现场演示申贷流
程，广大客户“零距离”参与其中，既能掌握
操作步骤，又能切身体会到参与整村授信
带来的方便实惠。

特色产业，“贷”动发展。围绕推动地
方特色产业发展目标，全方位开展“整村授
信”。针对种养殖户容易遇到的资金链断
裂、融资难问题，该行以“整村授信”为推
手，通过加强与种养殖户的沟通与联系，及
时统计有资金需求的种养殖户，提供上门
服务，为种养殖户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截
至目前，该行已开展整村授信445个村庄，
开展“金融夜校”445场，授信户数2.32万
户，金额16.04亿元。 通讯员 崔汝菲

邹城农商银行

党建引党建引领整村授信 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