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贞丰县有“中国糯食

之乡”之称，粽粑是贞丰县“一

县一品”主导产品和糯食产业的

代表产品。贞丰农商银行累计投

放3000多万元信贷资金支持粽粑

龙头企业，发放5000余万元信贷

资金支持农户种植优质糯稻和粑

叶，推动贞丰粽粑向产业化、规

模化和品牌化发展。

图为贞丰农商银行员工与群

众一起，在万峰林景区现场包粽

粑。

通讯员 郑远炜摄

CHINA COUNTY TIMES 2021年3月4日 星期四 9责任编辑 张春嫄

9-12版

金融

记者 徐清子

日前，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下发，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指出农村

金融要回归本源，坚持为农服务

宗旨。作为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本土银行，江苏泗阳农商银

行始终坚持支农支小市场定位，

以助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目

标，在党建统领下，不断加大信

贷供给力度，全力推进乡村振

兴。截至 2020 年年末，泗阳农商

银行各项贷款余额 161.19 亿元，

增幅 10.06%；涉农贷款 135.92 亿

元，占比达84.32%。

今年将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

点，县域金融机构如何承担起历

史使命，在党建引领下进一步推

进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为此，本

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泗阳农商银行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杨。

记者：作为县域法人金融机

构，泗阳农商银行如何处理党的

建设与业务发展之间的关系？在

党建引领下，如何做好服务乡村

振兴的组织保障？

李杨：围 绕 高 质 量 发 展 目

标，我们将党建工作渗透到业务

发展、战略转型、软实力驱动等

各个方面，促进组织力、凝聚

力、创新力、执行力、核心竞争

力提升。推行“围绕发展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理念，

努力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同

频共振。在具体工作中，要求党

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争做业务

骨干和标兵。

在日常经营工作中，我们将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同研

究、同考核、同落实，将党的政

治优势、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转

化为公司治理优势，确保党在工

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保

障。同时，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过程中，我们注重收集职工

和客户的建议和批评，从内部、

外部两个角度审视工作得失，不

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为建

设美丽乡村奠定坚实基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为“三农”发展描绘出

美丽蓝图。我们紧紧围绕中央提

出的总要求和地方政府的部署，

从美好乡村提升、特色农业提

升、乡风文明提升、脱贫质量提

升、改革创新提升等方面，做好

自身行动计划的设计，研究制定

支持乡村振兴配套的农村金融政

策、产品和服务。为进一步提高

我行服务乡村振兴能力，我们制

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从聚力现

代农业、加强产品创新、服务绿

色金融生态、支持改善农民群众

住房条件和人居环境、服务乡村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支持农民创

业等方面，全方位助力地方乡村

振兴战略有序落地。

记者：作为县域内服务乡村

振兴的金融主力军，泗阳农商银

行在服务乡村振兴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创新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李杨：作为党领导下的农村

金融机构，中央要求全面支持乡

村振兴战略，把更多的金融资源

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金融资源

进一步向“三农”倾斜。作为县

域金融主力军，我们责无旁贷、

义不容辞，坚决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重要部署，进一步拓展服务空

间。

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我们

不断深化“三农”内涵及外延，

扩大“三农”服务范围，从支持

传统农业向支持现代农业转变，

持续加大涉农新业态新动能信贷

投放力度，深化对乡镇食用菌、

桃果、绿色蔬菜等地方特色主导

农业产业的支持，充分发挥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推动

“农户+家庭农场”“农户+合作

社”“农户+经纪人+基地”等农业

发展模式有机衔接，加大农业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

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资金

投放。

同 时 ， 组 织 开 展 企 业 大 走

访、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一系

列专项营销活动，成立“红马

甲”专营团队，践行挎包精神，

每天跑企业、跑市场，实现对全

县重点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

粮大户 100%营销。我们不仅为辖

区内绿色农业提供可靠的资金支

持，还聘请养殖技术员、农业技

术员，深入养殖基地、温室大棚

进行实地指导，开展种养知识培

训、送农技知识下乡等活动，解

决农户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提高

农户抗风险能力。

记者：党建共建是加强党建

统领的重要切入点，泗阳农商银

行在党建共建方面有哪些探索？

在推进普惠金融实践上有哪些经

验？

李杨：在党建引领下切实提

升金融服务效率，是我们一直积

极探索的课题，在有些方面已付

诸实践。在县委组织部的关心支

持下，我们选聘8名中层干部到乡

镇挂职副乡镇长，选聘 35 名优秀

客户经理挂职村委副书记 （副主

任），深入一线了解实情，详细调

查区域内群众的实际需求，锻造

出一支新时代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农村金融干部队伍。

我们始终秉承普惠金融服务

理念，目前已设立226个农村金融

综合服务站，在宿迁市率先实现

县域村居全覆盖目标，让群众足

不出村便可享便捷的支付结算、

现金提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等一站式便利服务。为了进一步

推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转型升

级，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省联社

的要求，对辖区内普惠金融服务

站按照支付服务点、综合服务

点、智能服务点三大类进行金标

改造，在村 （居） 党群服务中心

划定固定区域宣传金融知识，安

排专人固定时间，携带移动服务

设备，为社区居民就近提供开

卡、社保卡激活、贷款发放以及

社保、医保、水费、电费、电话

费缴纳等基础金融支付服务，满

足集中居住后农村社区居民对金

融信贷服务的需求，有效延伸普

惠金融服务半径。

在诚信体系建设方面，我们

对信用乡镇、信用村种养大户，

办理最高额担保手续，循环使

用。对守信农户直接发放小额信

用贷款，让信用变成价值。同

时，对信用差的实行黑名单管

理，进行失信惩戒，着力营造良

好的金融生态。截至 2020 年年

末，我行共发放信用贷款 3.1 万

笔，金额16亿元；共举办580场金

融夜校，覆盖全县 19 个乡镇街

道、50多个行政村，受惠群众达4

万人次；累计向获得一定荣誉的

个人、家庭或小微企业主发放

“荣誉贷”1.92亿元，在乡村不断

释放见贤思齐的正能量。

“以党建引领县域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访谈

推进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新实践
——访江苏泗阳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杨

通讯员 张振威

本报讯 近日，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新疆分行营业部获批

城乡一体化固定资产贷款9.9亿

元，用于支持乌鲁木齐综合保

税区园区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已实现首笔投放2.93亿元。

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是新

疆建设的第三个综合保税区，

也是新疆建设速度最快、起点

最高的综合保税区。此次支持

的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园区产

业基础设施项目属于该综合保

税区园区开发项目的一部分，

主要建设产业配套服务中心、

成品仓库、保税仓库、标准厂房

等。通过项目的建设，能有效提

高此综合保税区货物吞吐的承载

力与进出口加工能力。

农发行新疆分行营业部在

前期关注了解和持续跟进项目

的基础上，组成市、县两级服

务专班，进一步加大与当地政

府及相关单位对接力度，第一

时间提供融资融智服务，通过

“实体承贷、市场运作、风险可

控”运作模式，为承贷企业提

供总金额 9.9 亿元、期限 14 年

的城乡一体化固定资产贷款，

并顺利完成首笔贷款投放。

此笔贷款的投放将加快推

动项目实施，有效满足入驻

综 合 保 税 区 的 企 业 产 业 加

工、存储、物流等保税服务的

基础设施需求，对当地外向型

经济发展、打造区域经济发展

增长极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农

业政策性金融支持乌鲁木齐打

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举措。

农发行新疆分行

支持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建设

申维祖
通讯员 马得成

本报讯 近日，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青海省分行发布消

息，截至2020年末，农发行青

海省分行扶贫贷款余额 188.09

亿元，比上年末净增 18.46 亿

元，增长10.88%。农发行青海

省分行获评青海省金融精准扶

贫协调工作领导小组“青海省

金融精准扶贫工作项目扶贫先

进单位”。

对脱贫攻坚收官之年遭遇

疫情的不利影响，农发行青海

省分行全行上下毫不放松、措

施过硬，提前半年完成全年扶

贫贷款投放任务。2020年，农

发行青海省分行投放扶贫贷款

54.07 亿元，同比多投 12.31 亿

元，完成农发行总行下达全年

任务的 142.29%。全辖 18 个分

支机构全部实现扶贫贷款投

放。农发行青海省分行向深度

贫困地区投放扶贫贷款32.09亿

元，完成总行任务的184.43%。

“三区三州”扶贫贷款增速达到

28.63%，实现了增速高于该行

各项贷款、高于该行扶贫贷

款、高于全国农发行系统扶贫

贷款的“三个高于”目标。

2020 年，农发行青海省分

行还着力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

色产业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围

绕油菜籽、青稞等特色农产

品，投放产业扶贫贷款 3.24 亿

元；围绕牛羊肉、牛羊绒、枸

杞产业，投放扶贫贷款17.44亿

元；围绕可再生能源产业，投

放扶贫贷款17.18亿元。

农发行青海省分行

去年投放扶贫贷款54.07亿元

记者 宫立灵
通讯员 金占跃 夏维

本报讯 日前，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内蒙古分行明确2021

年度以服务乡村振兴统揽支农

支牧工作，全力服务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全力支持自治区生

态建设、全力支持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力支持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建

设。

农发行内蒙古分行将关注

粮食价格走势、收购市场动向

和农户余粮情况，合理把控贷

款投放节奏。同时，支持优势

龙头企业开展粮油精深加工转

化，支持粮食物流园区和仓储

设施等重要物流节点建设，提

升粮油收储和流通能力。

为了推进自治区生态建

设，农发行内蒙古分行将支持

生态保护，支持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

今年，农发行内蒙古分行

不但着力支持脱贫旗县和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旗县持续发展，

扶持相关产业发展壮大，而且

全力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和新型

城镇化建设。

另外，农发行内蒙古分行

还将通过支持水利建设、支持

特色农牧产业优质高效转型、

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支持新

能源产业发展、支持重要农产

品稳产保供等方面，保障特色

优势产业体系建设。

农发行内蒙古分行

今年以服务乡村振兴统揽支农全局

通讯员 吴波

本报讯 近日，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审批来

安县老旧小区改造及城镇化

补短板建设项目 9 亿元，实现

投放1.25亿元，改造老旧小区

14.41 万 平 方 米 ， 配 套 停 车

场、再生资源处理中心等补短

板项目。

安徽省政府近期出台方

案，统筹部署全省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并指出农发行在皖机

构要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的金融服务力度，提供信贷资

金支持。安徽省住建厅也逐年

细化下达全省改造计划，近三

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 2641 个，

改造面积6881万平方米。农发

行安徽省分行主动作为、创新

举措、加强服务，积极探索金

融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途

径，着力解决县城老旧小区改

造筹资难问题。

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将支持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一项重点工

作来抓，明确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专属客户经理，为客户量身

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办贷要求

一次性亮底，全流程提供专业

金融支持。为解决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现金流不足问题，农发

行安徽省分行按照政策引导、

市场运作、合规办贷、风险可

控的原则，在项目谋划阶段与

借款人会商将能产生现金流的

配送中心、停车场、再生资源

处理中心等整体打包立项，协

同推进。同时，省、市、县三

级行联动，开通绿色办贷通

道，倾斜信贷资源，在一个月

时间内完成项目的评估、审议

和审批。

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改善

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小区配套

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

进城市更新，加快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

农发行安徽省分行

助力县城老旧小区改造

本报综合报道 3月2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谷澍表示，下

一步要重点做好金融服务脱贫攻坚

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高农户

和乡镇企业贷款可获得性。

谷澍介绍，对于 832 个国家扶

贫工作重点县，农行在2021年信贷

力度不减，脱贫县贷款增速继续超

过全行贷款平均增速。在现代农业

和乡村产业方面，农行重点支持国

家粮食安全产业带、高标准农田建

设和打好种业翻身仗三个领域。

目前农行在粮食安全领域的贷

款余额是 1600 亿元，今年将再投

放 600 亿元以上。另外，农行将围

绕特色农产品产地的初加工和精深

加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指出，把产业链的主体

留在县域，把价值链的收益留给农

民。

为了支持乡村建设，农行围绕

国 家 农 村 农 业 投 资 11 个 重 点 领

域，持续加大对符合条件的农村

“水电路气房”等领域的支持力

度，目前农行乡村建设领域的贷款

规模已经突破了 1 万亿元，接下来

还将加大投放力度，确保贷款增速

不下降。

“‘三农’服务既要接地气，

也要长翅膀，这个翅膀是什么呢？

是科技。”谷澍说，科技的翅膀主

要体现在渠道创新和产品创新上。

农行在下沉、加强线下物理网

点建设，把网点进一步建设到县

域、建设到镇里的同时，加大手机

银行在农村的推广力度，把手机银

行做得更符合农村需要、农民需

要。去年年底，农行在县域，手机

银行注册的客户已经达到 1.65 亿

户，月活跃客户接近5000万人，今

年农行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让广大

农民更加方便快捷的获取金融服

务。

同时，农行推出网络融资产

品，让农民更容易贷款，获得金融

服务。农行推出了一个叫“惠农 e

贷”的网络金融产品，该产品实现

农户贷款在线上申请、线上审批、

线上发放、线上还款，全面提升农

户贷款的覆盖面和办理效率，为更

多的农民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截

至去年年底，“惠农e贷”的余额已

经超过3500亿元，惠及276万户农

户。今年，农行将再投放 1600 亿

元，让“惠农 e 贷”余额突破 5000

亿元。

谷澍举例说，农行西藏分行根

据高原产业特点，创新推出了一批

困难群众一听就懂、操作简便的惠

农产品，如“牦牛贷”“青稞贷”

等。去年年底，个人精准扶贫贷款

余额超过60亿元，西藏全区70%以

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都获得了农行

的小额信贷支持，占西藏地区金融

机构90%以上。农行着力通过网络

融资产品来解决农村特别是艰苦地

区农户金融可获得性的问题。

强化渠道创新和产品创新

农行着力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