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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上旬，受冷空气影响，汶上
县大幅度急速降温，单日降温差达到
17℃，降温持续48小时后又急速回
升，致使汶上县小麦受到大面积冻灾
损害。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迅速启
动大灾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组建
20余人的查勘理赔工作组，由汶
上支公司负责人带队赶赴各乡镇
了农户解受损情况。同时，积极对
接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迅速查勘定
损工作，缩短赔付周期，力争将广
大农户的损失降到最低。

5月30日，在小麦成熟期，人
保财险又邀请市农业局农业专家

对全县不同地区的受灾小麦进行
抽样、测损，并指导农户如何处理
以降低小麦遭受冻灾后的损失。
农户对人保财险心系农户、积极作
为，切实帮扶以降低冻灾对小麦造
成损失的行为表示感谢。

据悉，人保财险多年间已积累
了丰富的农险承保、理赔经验，并
制定了农险大灾应急预案，总结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服务模式，承保多
年间，服务群众“零投诉”，充分体
现了人民保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为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强农惠农政策作出了积极贡献。

（通讯员 王浩宇）

中国人保财险济宁市分公司

心系农户农险理赔查勘在行动

今年的头茬毛木耳收获季节，刚
从木耳大棚回来的鱼台县联发食用
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孟凡成随
即打开手机查看农银快e宝平台，向
记者展示了他掌上银行理财产品已
获得的5400余元收益，老孟高兴地
说：“今年招待客户的费用算是鱼台
农行给出啦！”原来，鱼台农行把惠农
服务作为一号工程专门成立了服务
团队，深入农户家中，送产品，送服
务，依托e农管家线上平台，让农民
资金活起来，收益高起来，足不出户
就能够办理农产品的销售，理财，贷
款，结算等业务。足不出户也只是鱼
台农行优化服务，聚焦“三农”、情系

“三农”、深耕“三农”，全力推进乡村
振兴的一个缩影。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和
关键，也是农行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鱼台县是传统的农业县，是著
名的孝贤故里，滨湖水城，农行鱼台
支行聚焦特色农业，实施产品创新和
模式创新，通过优化金融服务，情系

‘三农’，深耕‘三农’，搭建互联网金
融服务‘三农’平台，为客户提供精准
融资服务，积极探索金融支持乡村振
兴的有效路径。”农行鱼台支行行长
贾力表示。

不离不弃
与涉农企业共成长

山东鲁王集团是鱼台县唯一的
一家国家级的以面粉加工为龙头，集
食品加工、纺织制品、包装制品等为
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成立于
1992年。成立之初就和农业银行建
立了合作关系，20多年来一直风雨同

舟。近年来，由于该企业产业结构调
整，出现流动资金吃紧，原料成本攀
升、技术人才流失、一线工人短缺等
诸多困难。企业的经营暂时也遇到
了一些困难。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农行坚持不抽贷、不压贷原
则，对山东鲁王集团在农行到期贷款
陆续办理了展期业务，信贷投放资金
达4310万元，以期实现用贷款的展
期时间换来企业解决内忧外患的生
存空间。

目前，鱼台农行主动地降低了利
率，大大减轻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为
企业渡过难关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农行的贷款余额已占到了企业贷款
总额的50%以上，企业发展也逐步走
向正轨。

因地制宜
支持地方特色农业

鱼台县有四个国家级地理标志
性农产品。鱼台大米，龙虾，毛木耳，
甲鱼，尤其是毛木耳2017年的产值
达到了11.89亿，全省90%以上的产
量都在该县。鱼台县昌健食用菌种
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成立
以来一直从事毛木耳、黑木耳、平菇、
秀珍菇等食用菌种植及菌种繁育、研
发等工作。该社从2009年扩大种养
殖规模伊始，就联合合作社社员使用
了农行多户联保贷款，后来获得了农
行大额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的支持，累
计享用农行贷款近300万元，一步步
壮大起来，成为县域毛木耳种养殖领
航合作社。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种养大户，经
营农户担保难，贷款难的难题，鱼台

农行积极与省农担，省供担联系，4月
中旬，联合农业局供销社召集的22
户企业，邀请省供担公司赴鱼台现场
座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老安从事
生猪饲养已有10余个年头了，是鱼
台县养猪专业户第一人，谈起10余
年的养猪经历，最令老安难忘的是
2017年，生猪饲养低价位长期徘徊
期，养殖出现困难，鱼台农行义无反
顾提供了50万元贷款的支持，帮其
渡过了难关。

据农行鱼台支行行长贾力介绍，
鱼台农行还将与省农担推出木耳贷、
龙虾贷等特色贷款产品，预计投放可
超1亿元。该行围绕推动农业发展
和农民增收，因地制宜，以创新引领
服务，更大力度的支持“三农”助力乡
村振兴。

走村入户
打通“三农”服务最后一公里

农村金融服务中因物理网点有限
存在金融与客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距
离的短板。近年来，随着鱼台县特色
农业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种植户售
卖难、结算难、贷款难的问题依然存
在，特别是地处偏远的农村区域，“三
难”问题尤为突出。鱼台农行现有五
家网点，是该县国有银行中最多的，服
务半径也是最大的，但是仍然难以充
分满足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

为了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问
题”，鱼台农行专门制定了惠农服务

“一号工程”配套方案，并组成专门团

队，深入农户、田间地头推广实施，取
得了初步成效，实现普惠服务到村到
户。

张黄镇于梅村是颇具代表性的
木耳种植专业村，家家户户都以木耳
种植、储藏、加工为主业。该村大约
有200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木耳大
棚，平均每户年产出木耳20万袋，每
户年收入大约在20万元。 鱼台农行
依托批量代发的村民社会保障卡，先
是激活社保卡，并开通农行掌上银
行，满足了种植户资金结算的快捷需
要。当种植户有效使用社保卡，并达
到农行授信标准后，该行的网捷贷和
惠农e贷还可以满足农户临时资金
的需求。针对木耳代收农户，鱼台农
行对其推荐上线农户版农银e商管
家。该系统有效整合了销售、收款渠
道，实现了电子化销售和自动收款，
农行支付零费率；有效降低了农户的
工作量，加快了货款回笼速度，提高
了工作效率。

“三农”新时代，鱼台农行抢抓政
策机遇，勇担历史使命，坚持以乡村
振兴战略为引领，金融精准服务为路
径，农业产业振兴为核心，不断加大
农业支持力度，增强服务三农功能，
有效带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户
增收脱贫，全力推动了乡村振兴进程
加速推进。近年来，鱼台农行的诸多
举措深受农民朋友的喜爱，也得到了
省、市行，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连续
十年被评定为山东省文明单位，2017
年6月获得山东农行系统第六届文
明单位称号。 （记者 梁汝腾）

优化服务深耕“三农”

农行鱼台支行全力推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