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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市农商银行紧紧围绕省联
社党委及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要求，
加强政银联动，向镇街选派139名挂职副
镇长助力乡村振兴，积极与市妇联沟通对
接，签订党建共建战略合作协议，连续4次
联合市妇联举办“农商银行杯”济宁市妇女
创业大赛，持续加大妇女创业信贷支持力
度，积极引导、培育、支持1.2万名妇女创
业，以“极快、极简、极优”的金融服务帮助
广大妇女创业致富。

“四张清单”助力巾帼创业

“这么多年，是农商银行一步一步地支
持我，真是太感谢了！”微山吕蒙村创业女
同志孙娟回忆起自己的创业之路无比感
慨。当年，她想借助微山岛天然旅游资源
优势，准备自主创业开一家渔家乐，但资金

短缺的问题让她犯了难。就在一筹莫展之
际，恰好微山农商银行开展“四张清单”对
接服务工作，为其发放了首笔15万元的启
动资金贷款，帮助她迈过创业的第一道“门
槛”。随后的几年间，该行对孙娟的授信额
度逐年增加，现在已经增加到了30万元的
支持。孙娟的渔家乐也做得风生水起，每
天忙得不亦乐乎，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渔家
乐，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孙娟女士是众多农商银行“四张清单”
对接营销的受益者代表。近年来，全市农
商银行为进一步提升支持乡村振兴质效，
积极开展“四张清单”对接营销工作，借助
智慧营销系统，深入推进“无感授信、有感
反馈”，为辖内有金融需求的妇女创业者等
各类农户提供多样且便利的金融服务。同
时，全市农商银行积极对接市、县妇联部
门，获取“济宁巾帼好品企业”、“好媳妇、好

婆婆”等清单，进一步丰富清单内容，优先
给予信贷支持；积极通过“线上申贷”平台、
电话拜访、短信问候、微信群实时服务，持
续向广大农户介绍整村授信、无感授信政
策，一户不落地将信贷产品和惠民政策送
到村民手中，支持致富带头人、种养大户、
专业合作社，搭上现代农业的“快车”，走上
增收致富的道路，实现乡村振兴。截至4
月末，全市农商银行通过智慧营销系统“无
感授信”21.48万户，授信金额56.29亿元。

“驻点办公”让妇女创业更省心

“你们的贷款真是太及时了，真帮我解
决了大难题，太感谢了”。面对鱼台农商银
行驻点办公客户经理，刘女士高兴地说道。

刘女士是鱼台县兴邦畜禽养殖场的法
人，主要从事生猪饲养，占地面积约10亩，
目前共有养殖猪1600余头。在客户经理
驻点办公期间，了解到刘女士需要修缮养
殖场和购置幼猪培育设备，但资金不足，便
第一时间上门了解具体情况，根据刘女士
的实际情况，鱼台农商银行坚持“特事特
办、快事快办”，充分运用优惠政策，第一时
间向刘女士发放了100万元的“巾帼贷”，
及时帮她解决了燃眉之急，保障了创业之
路顺利推进。

刘女士只是农商银行客户经理驻点办
公服务的受益者之一。济宁审计中心积极
指导辖内农商银行选派近1500余名客户
经理驻点办公，实现客户经理驻点办公全覆
盖。加大定时定点服务人员公示力度，严格
落实村庄每月不低于2次，产业园区、专业
市场每月不低于4次的定时定点服务要求，
实时了解农村、产业园区、商业市场等客户
需要，及时满足女性创业者金融需求。

惠农政策“筑巢”引“凤”归

迎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泗水的连
女士2018年返乡创业，成立了集生态餐
饮、休闲养生、生态产品、研学活动、钓鱼体
验、草坪婚礼、电商平台为一体的生态科技
园。看着近两年直播电商的勃勃生机，她
随即组建了直播团队，从父老乡亲手里收
购农产品进行加工包装，销售特色农产
品。但随着从农户手里收购的农产品不断
增加，她的周转资金逐渐紧张。了解到实
际困难后，泗水农商银行及时介绍了信贷
产品和优惠政策，很快向连女士发放了鲁
担巾帼贷40万元，并享受财政贴息。得到
资金扶持后，她的生态科技园逐渐走上了
发展的“快车道”。

连女士只是全市农商银行支持妇女返
乡创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济宁审计中
心积极引领全市农商银行推出一揽子政
策，采取一系列措施，全方位助力妇女返乡
创业。围绕各行各业妇女创业多样化需
求，先后推出了“女神贷”“巾帼信用贷”“鲁
担巾帼贷”“创业担保贷”“信e贷”“济e贷”
等10余款信贷产品，因客所需，量身定制，
积极为妇女创业提供贷款、支付结算、代发
工资、行业咨询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面
向妇女创业者开辟办贷“绿色通道”，积极
减费让利，推行“免评估抵押贷款”，免除资
产评估费、抵押登记费等费用，通过政策性
贷款支持、财政贴息、给予利率优惠等一揽
子政策，多方面降低妇女创业融资成本，持
续为广大妇女朋友创业致富注入“金融活
水”。截至4月末，全市农商银行累计投放

“巾帼惠农贷”1.2万户，信贷支持超10亿
元。 刘国前 魏高起

以以““极快极快、、极简极简、、极优极优””的金融服务助力巾帼创业的金融服务助力巾帼创业
——全市农商银行大力扶持妇女创业

泗水农商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要求，
加强政银联动，积极与县妇联沟通对接，持续加大妇女
创业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引导、培育、支持和帮助广大
妇女创业致富。

近年来，该行推出“一揽子”政策，采取一系列措
施，全方位助力妇女返乡创业，先后推出了“女神贷”“巾
帼信用贷”“鲁担巾帼贷”“创业担保贷”“信e贷”“济e
贷”等10余款信贷产品，因客所需，量身定制，积极为妇
女创业提供贷款、支付结算、代发工资、行业咨询等全方
位的金融服务。开辟办贷“绿色通道”，积极减费让利，
推行“免评估抵押贷款”，免除资产评估费、抵押登记费
等费用，通过政策性贷款支持、财政贴息、给予利率优惠
等，持续为广大妇女朋友创业致富注入“金融活水”。

李超 班孝飞

泗水农商银行

“一揽子”服务
推动妇女返乡创业

“这旺季马上来临，得亏了你们的资金支持，让我及
时备足了货物。”从事爱玛电动车零售及维修多年的渠秀
荣看到汶上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充满感激地说。

作为汶上县首批电动车经营点之一，渠秀荣看中电
动车良好的发展前景，2006年便注册成立了汶上县爱
玛电动车经营部，多年来，凭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及
前瞻性的发展思路，不仅成为了爱玛电动车汶上总代
理，还在汶上县西外环租赁了200余平方的仓库存放库
存商品。凭着良好的信誉，积累了许多忠实客户，销量
越来越好。

随着夏季的到来，电动车成为人们短途出行的最优
选择，这给渠秀荣的电动车销售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同时，乡镇上的经营点也提出需要多进些货，双层需求
下，给了她较大的资金压力。困难之际，她想到从创业
之初就为自己提供了30万元资金支持的汶上农商银
行。“排除库存压力，我还需要150万元的资金缺口。”
在电话里，渠大姐对汶上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白经理
说。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白经理就对其经营状况进
行了现场考察，还针对其经营情况，推荐了保证加住房
抵押的方式。“不仅利率优惠，还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
150万元的资金就到账了，不但货款及时支付，存货也
得到了及时补充，汶上农商银行的服务果然一如既
往！”渠大姐高兴地说。

对渠大姐这样的妇女创业者提供信贷支持，是汶
上农商银行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切实帮助妇女
创业、实现自我的缩影。近年来，汶上农商银行以“重
点支持、精准 对接”的经营思路，统筹妇女创业、就业

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产品，不
断加大普惠金融覆盖

面，创新金融产品，提
升金融服务，着力
解决妇女“创业
难、融资难”的
问题，以优质的
服务为女性创
业者提供强有
力 的 信 贷 支
持，激发更多
的女性创业者
的创业激情，拓

宽创业渠道，今年
以来，汶上农商银

行为780多户妇女创
业者提供了1.8亿元的信

贷支持。
向淑芬 杨燕

汶上农商银行

激发“她力量”
“铿锵玫瑰”竞展芳华

梁山农商银行把金融服务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作为工作
重点，与县妇联开展党建共建合作以来，联合为创业妇女提供政
策咨询、项目融资对接，今年累计为三家女企业家协会会员企业
授信共760万元，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难题，为企业在疫情肆虐的
寒流中送去了温暖，也用实际行动巩固了双方党支部的党建共建
成果。

高效服务“巾帼”企业发展不断档。梁山阳光大姐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是梁山县巾帼家政的品牌企业，在目前设有3家分店，
家政技能培训学校1所，员工20余人，带动灵活就业人员近500
人，占据了整个梁山家政市场的半数以上。但因为受到疫情影
响，企业流动资金遇到困难，梁山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得知后第一
时间通过县妇联联系到了企业负责人，通过了解情况，为其推荐
了支持妇女创业的专属信贷产品“巾帼创业贷”。

精准支持妇女群众创业不断档。受疫情影响，许多曾经外出
务工的人员纷纷选择在家创业。“思来想去，还是不打算出门了，
还是在家里安全，有农商行的贷款支持，在家搞养殖也不错，还可
以照顾老人和孩子”梁山县赵堌堆乡的孙大姐满意地说。在梁山
农商银行的信贷支持下，孙大姐家的牛棚建起来了，80头牛，预计
今年可收入40万元。

近年来，该行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发挥自身优势，以金融力量
为妇女群众创业就业拓宽了发展空间。利用“鲁担巾帼贷”“巾帼
信用贷”“巾帼创业贷”等贷款产品，通过“四张清单”对接模式，逐
户上门对接，及时掌握辖内妇女创业融资需求，为符合条件的女
性客户开通绿色办贷通道，保证贷款额度，执行优惠利率，为广大
妇女创业兴业提供强有力的贷款支持。 王金李尚宾

“给老百姓送菜上门，我们
不怕麻烦，更不收跑腿费，再忙
紧紧手也就挺过来了。”忙着
分装蘑菇的潘教粉边干边
说，“我们多跑跑，既解决了
乡村们出门买菜不方便的
问题，也减少了人员流动，降
低了疫情传播风险。”

潘教粉2018年作为农村
致富带头人被评为兖州区“区

级好青年”，疫情发生后，她主动
发扬青春风采，做起了最美的“逆

行送菜工”。送菜上门和搞批发不
同，增加了接单、挑拣、称重、分装、送货

多个环节，又因疫情防控原因，合作社工人未
能复工，潘教粉夫妻二人承担了所有工作。
完成当天的配送后，小两口再对菜筐进行集
中消毒晾晒。令人意外的是，各方面成本的

增加并没有拉高蘑菇价格，潘教粉更是主动
将三元多钱的价格降到了两元一斤，为保障
乡亲们的“菜篮子”作出了最大努力。

作为农村致富带头人，潘教粉主动赴寿
光、菏泽等地学习先进生产经验，从栽培基
质到种植方法的改进，从调整菌菇适宜温
度，到通风透气等多种菌菇种植经验的摸
索,不断专研菌菇种植技术。兖州农商银行
为其发放惠农贷款50万元，助力菌菇产业
发展，目前潘教粉所经营的兖州区菲阳食用
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年产平菇大约在1000多
吨。

合作社菌包生产技术先进，产量丰富，不
仅能够满足自己的菌菇生产所需，而且菌包
远销周边地区。菌菇大棚生产成本高，村民
们想通过废旧宅基地改建菌菇大棚，需要资
金支持。兖州农商银行挂职副镇长朱坤灿主
动向村民介绍该行创新推出的“按揭农业”模

式，周边村民纷纷加入到蘑菇种植的行列中，
兖州区小孟镇北门村、王海村等陆续建立菌
菇大棚20余亩，食用菌种植产业渐成规模。
为切实解决农民贷款难题，让农户真正享受

“按揭农业”模式红利，兖州农商银行大力支
持小孟镇蔬菜种植、食用菌产业，目前发放

“按揭农业贷”资金300多万元。
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兖州农商银行以

支持“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主动下
沉农村市场，坚持做零、做散原则，积极对接
农业农村局、乡镇村委等部门，获取辖内种粮
大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
名单，逐户上门对接，全面推进整村授信和样
板村建设，大力支持乡村振兴。截至4月末，
该行各项贷款80.23亿元，较年初增加8.01
亿元，增幅11.1%，各项贷款增速在全省110
家农商银行中位居第4名。

尹川 翟昌浩

兖州农商银行

“按揭农业”扶持小蘑菇“种”出致富路

农商行 快讯

2020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臧永芝，是邹城市石墙人，
她扎根故乡广袤的土地上，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建成连片千亩“田成
方，树成行，渠成网，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环境美”的现代化生态园区，将
理想的种子播撒进家乡的沃土，带领家乡人民走上致富之路。

谈及该现代化生态园区，山东绿鑫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发展之
路，几次“资金寒冬”让她记忆深刻，是同样立足于“农”字工作的邹城农商银
行向她递出了援手，从公司始建到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农商行始终如一、相
伴成长。期间，邹城农商银行持续关注公司发展，与臧永芝建立日常联络，累
计信贷支持达4000万元。

不仅如此，臧永志作为邹城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与邹城农商银行联合
开展女企业家金融座谈会，针对女企业家们的资金难题、金融服务，优先对符
合条件的妇女个人和创办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目前，该行已发放各类妇
女创业贷款792户、13501万元，为广大女性创业者撑起了独立自主、经营致
富的“半边天”。 张静

全国三八红旗手的梦想绽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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