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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江苏省农信社党委，宜兴市

委、市政府领导下，江苏宜兴农商银行党委围

绕全市农村工作计划要点，与全市各镇 （街

道）党委及行政村党组织建立“三治融合”政

银村党建联盟，建立健全组织共建、信息共

享、服务共推等机制，以推动普惠金融服务下

沉为目标，以区域化党建联盟为纽带，以整村

授信为抓手，在积极推动政银村互联互动过程

中，全面融入乡村治理，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农

村金融主力军的责任与担当。

成立党建联盟，构建金融惠民服务平

台。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党委委员、各

业务部室负责人共同参与的整村授信工作小

组，明确了通过构建区域化党建联盟深度融

入基层治理，通过整村授信构建农村信用体

系、全面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整体思路。通

过广泛调研，选择徐舍镇鲸塘社区开展整村

授信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累计走

访500余户村民，成功授信200余户，累计授

信金额达4000余万元，取得了良好成效。同

时，与各级部门、相关单位联系，广泛开展合

作，将整村授信纳入2021年度全市农业农村重

点工作任务，为整村授信积累了前期经验，打

牢了组织基础。2021年4月下旬，宜兴农商银

行在全市推进整村授信工作。5月以来，宜兴

农商银行党委先后与镇党委、街道党总支达成

党建联盟合作关系，建立组织共建、信息共

享、服务共推等工作机制，营造金融惠农良

好环境。

强化服务支持，推动普惠金融下沉。明确授信标准，依托村两委

和协商议事会，对符合授信条件的村民建立白名单，在初步筛选的基

础上开展精准走访。创新推出“三治惠民贷”纯信用贷款产品，实行

“一次授信，动态调整，周转使用，随用随贷”，通过无抵押、无担

保、利率低、线上化的用信方式，将金融资源向农村薄弱领域倾斜。

精准开展走访，组建“金融惠农”党员先锋服务队，开展上门走访和

授信签约。同时，开展电子社保卡、手机银行及相关金融知识的宣传

推广，帮助村民掌握科学理财技巧，守护财产安全。

深化党建共建，打造“三治融合”治理样板。宜兴农商银行进一

步深化党建政治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普惠大走访活动，与当地基层党

组织加强合作，协同打造金融惠农党建服务品牌。深化“金融自治”

推动人才共育。探索选派优秀中层干部到各村 （社区） 进行挂职担任

第一书记或党组织副书记，选派优秀客户经理到村和社区挂职金融顾

问，共同开展组织生活，帮助群众解决金融难题。深化“金融法治”

净化信用环境。宜兴农商银行将与村委会组织开展金融知识讲座和现

场答疑，向村 （社区） 干群普及金融法律法规和惠民惠企政策，树立

诚信理念，构建文明乡风。深化“金融德治”构造文明乡风。借助村

规民约，与村两委、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建立工作对接机制，通过

规范贷后管理，优先支持文明家庭、优秀党员、劳动能手等道德模范

创业致富，引导广大村民形成崇善向上的美德风尚。

（邵君朋）

记者 高云良
通讯员 李华有 罗尔豪

随着夏天来临，丹江岸边的

河南省淅川县老城镇下湾村热闹

非凡。乡村咖啡屋、“听涛居”等

网红景点随处可见游人拍照打

卡，欢声笑语给下湾村注入了活

力。

天刚蒙蒙亮，王文明已经忙

碌起来。飘香的厨房里，给客人准

备的热气腾腾的煎包、地道的山鸡

蛋、橡子凉粉，每一样都是充满农

家特色的早餐。“从去年5月恢复

营业起，我家的民宿基本没空过。

站在楼顶就能观水景、看日出、听

涛声。不用去海边，咱也享受了

‘海景房’！”王文明说。

王文明家的好生意，得益于

下湾村独特的地理位置。下湾村

地处淅川县老城镇，紧邻烟波浩

渺的丹江口库区，一栋栋白墙青

瓦的二层小楼依水而建，青山雾

霭中，郁郁葱葱的软籽石榴树，

杏李等沿江铺展，犹如置身于天

然大花园，大氧吧，垂钓、水上

娱乐、水果采摘等都成了下湾村

的名片。最主要的是，夏天这里

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90%，依山傍

水，气温要比其他地方低很多；

夜晚，枕水而居，卧听丹江涛

声，确是避暑纳凉修身养性的好

地方。

“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既要感

谢党和政府，也要感谢淅川农商

行的倾力支持。”王文明感慨地

说。

下湾村坐落在丹江口库区库

岸线上，曾是淅川县的深度贫困

村之一。2013 年库区开始蓄水，

包括下湾在内的沿线村落大量土

地、农田被淹没，村里人纷纷外

出打工谋生，村子成了“空心

村”。用王文明的话说，“十几年

里，村里人就住在破破烂烂的砖

瓦房里，刮风下雨，房倒屋塌屡

见不鲜。孩子们到了成家年龄，

因为没有房子，媳妇都娶不起，

头发都愁白了。”

为了解决库区周边群众生活

难题，淅川县积极实施避险解困

生态移民工程，分批次对沿江涉

及村落进行解困、搬迁，按照康

居示范村统一规划建设，景观美

化、道路建设、路灯亮化、村民

健身设备等一应俱全，村民每人

可获补贴1.6万元。即使如此，下

湾村仍有部分村民无法住进新

房。淅川农商行及时跟进，围绕

政府战略性规划，推出“安居

贷”，并积极联系县政府，由政府

提供风险补偿金，对农户贷款全

额贴息，向下湾村发放 126 万元

“安居贷”，51户农民终于住上了

高质量的库区“海景房”。目前，

全县“安居贷”余额达3200万元。

住上“海景房”，没有产业不

行。下湾村依照淅川县确立的

“短、中、长”三线产业结合的绿

色发展思路，把268亩土地全部流

转给企业，打造千亩石榴观光

园。下湾村则开始走生态文化旅

游的路子，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

优势，开发垂钓、水上娱乐、石

榴节、水果采摘、农家乐、特色

民宿等乡村旅游项目，村里还建

起了编织厂，通过产业带动赋能

乡村振兴。“依靠农商行的10万元

贷款，我将自家小院修整一新。”

王文明说，“今年上半年，全家共

收入6万余元，夏天是我这里的旺

季，很多画家、作家在这里一住

就是一个月。”目前，下湾村像这

样的农家乐有9家，农商行向下湾

村发放软籽石榴等产业贷款110万

元，农家乐贷款70万元；同时设

立自助设备和农民自助服务终端

各1台，满足当地居民和游客基本

金融需求。村民人均纯收入由五

年前的 2000 余元提高到 1.2 万余

元。

如 今 的 下 湾 村 ， 村 庄 美 起

来，生活富起来。用下湾村村民

的话说，“住着‘海景房’，开着

农家乐，喝着丹江水，吃着红石

榴，我们这里的日子真美。”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王自峰 洪科

“2019年以来，通过党建引领

信用村建设，大茂村 60 多户涉农

企业及农户累计获得信用贷款

2200 多万元，为农业生产经营提

供及时、有力的资金支持；20 多

户获评 AAA 级信用户，成为当地

讲信用、谋发展、引领乡风文明

的先进典型；党建引领信用村建

设，正成为新时期农村党组织改

进乡村治理、加快乡村振兴的有

力抓手。”日前，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安徽省歙

县深渡镇党委委员、大茂村党总

支书记姚顺武，向前来学习取经

的兄弟乡镇干部介绍说。

2019年7月以来，歙县在徽城

镇、深渡镇 25 个选点村开展党建

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采集农户

信 用 信 息 11021 户 ， 建 档 率

95.1%；评定A级以上信用户10267

户，占入库农户 93.5%。经评选，

评出24个信用村AAA级、1个AA

级；705户AAA级信用户；截至今

年5月底，2个选点镇A级以上户

信用户共授信 8.22 亿元，已用信

2.21 亿 元 ， 贷 款 平 均 利 率 下 降

0.2%；评出 76 个信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授信 3226 万元，用信

3016万元。

实践中，歙县采取“七强七

高”做法，大力推进党建引领信

用村建设。强化组织领导，高站

位启动信用村建设，成立县委、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双组长的专

项领导小组，下设联席会议办公

室、4 个工作专班、7 个巡回指导

组；把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纳入

乡镇和县直单位党建考核、县域

治理现代化考核和乡村党组织书

记述职评议重要内容，层层压实

责任。强化宣传引导，高质量开

展信息征集，坚持以网格化服务

为抓手，把 25 个村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聚焦到网格，把300余名骨

干党员作用发挥定位在网格，为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搭建起完备

组织架构，为宣传引导、信息采

集、服务工作提供保障力量。强

化方法创新，高水准开展乡风评

议，出台歙县党建引领信用村建

设村 （户） 负面清单，建立乡风

文明“红黄榜”制度，完善信用

村 （户） 动态进出机制；推出

《歙县 AAA 级信用户礼遇 10 条》，

对 AAA 级信用户在当地就医、县

内旅游等方面提供优惠。强化精

准授信，高要求做好信用评定；

强化产品完善，高品质推出金融

产品，涉农银行人员上门采集信

息档案的同时，主动了解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农户需求，逐步完

善金融产品。目前，已按照“见

证即贷”要求，制定“金融服务

八条”，创新一次核定、随用随

贷、余额控制、期限匹配、周转

使用的模式，推动歙县农商行等

10 家金融机构开发“惠农 e 贷”

“徽茶贷”等金融产品，并给予额

度放宽、利率优惠、贴息降费等

政策，有力调动了用信积极性。

强化担保支持，高强度推出风险

补偿机制，县财政设立党建引领

信用村建设风险补偿准备金，建

立银行、政府、保险公司、担保

公司四方分担机制；出台相关文

件，建立全省首家金融纠纷调解

室。强化党建共建，高标准探索

党建金融联盟，县委组织部牵

头，县农商银行党委、下辖各党

支部，与选点镇党委、下辖行政

村党组织建立 27 个党建金融联

盟，按每村 3000 元标准筹措党建

联盟活动经费，协调推进“党建

金融联盟”行动。

坚持把党建引领、信用建设

和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徽城

镇、深渡镇 25 个选点村党组织采

取“四针对”方式，凝聚起党组

织牵头、党员先行、代表作为、

全民参与的干事氛围，有效提升

了村党组织的公信力。2020年7月

7 日，歙县遭受特大洪灾，在县

委、县政府领导下，全县 28 个乡

镇纷纷动员干群计万余人次，全

力驰援城区恢复卫生及秩序、全

力支持受灾企业抢救受灾物品并

尽快恢复生产，为歙县夺取抗灾

抗疫双胜利、首创首成全国文明

县城提供了强大力量支撑。

在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中，

歙县各乡镇重点建立专门“信贷

档案”，安排信贷人员结对服务、

指导实践，确保信贷资金用于村

级经济发展。抢抓电子商务进农

村发展机遇，推进电商、金融、

农业深度融合，通过金融信贷催

生“赏友”等 20 多个农产品电商

品牌，进一步拓展枇杷、茶叶、

贡菊等农产品销售渠道，有效带

动乡村物流配送产业发展。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也有

效拓宽诚信引领，助力乡村治

理。目前，歙县已评选出徽城镇

古关村、深渡镇定潭村为“信用

文化样板村”，并在线上线下广泛

宣传，发挥榜样导向作用。同

时，推进信用村建设与“户主

会”制度融合发展，重点听取信

用户意见建议，确保户主会更富

实效。注重将信用村建设与文明

村镇、文明家庭、“好家风好家

训”评选活动等有机结合，用好

村规民约、乡风评议、道德讲堂

等载体，进一步营造人人争当诚

实守信者的良好氛围。

2020 年，歙县 28 个乡镇全面

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之后，

截至 6 月底，全县 182 行政村、

1211 个评议小组已完成 14 万余户

信用评议，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正稳步扩面提质，扎实高效推

进，乡村振兴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

记者 宫立灵

本报讯 7月17日，2021康

巴什金融经济论坛在内蒙古鄂尔

多斯举行。本届论坛由鄂尔多斯

市康巴什区政府主办，鄂尔多斯

农商银行承办，以“聚焦‘金

融+’，赋能新发展”为主题，

为区域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脉

问诊、建言献策。

康巴什区委副书记、政府党

组书记、区长王雪峰在开幕式致

辞中提到，近年来，康巴什正在

举全区之力打造西部地区现代金

融发展“洼地”；谋划建设金融

特色小镇，打造全市金融资本聚

集的“蓄水池”和“动力核”；

努力打造西部地区审批事项最

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

优、企业获得感最强的城市；以

“科技兴蒙”战略为指引打造区

域性科技创新新高地；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奋力开

启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征程。

论坛期间，鄂尔多斯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杜汇良作了《推动

十项金融赋能 聚力鄂尔多斯高

质量发展》的主旨演讲，清华大

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

长李稻葵作了《转型与创新——

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的主旨演讲，人文财经观察

家、秦朔朋友圈、中国商业文明

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作了《中国

企业创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的主旨演讲。论坛期间还开展了

金融赋能产业发展与地方金融发

展与农商行转型两场论坛、金融

人才鄂尔多斯工作基地成员单位

授牌和落地基金签约等活动。

康巴什金融经济论坛以服务

实体经济为初心，秉持绿色发展

理念，通过搭建全国知名专家、

金融机构、企业与地方交流合作

的全新平台，致力于推动地区金

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一届于

2019年7月举办，以“聚焦高质

量金融供给，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第二届于2020年9

月举办，以“新时代·新经济·

新趋势·新金融”为主题，延续

了“主旨演讲+对话”的形式。

记者 王天武
通讯员 刘超

本报讯 吉林磐石农商行充

分发挥自身行业优势，深入实施

“便民支付工程”，持续加大助农

金融服务点建设，有效改善农村

支付环境，切实增强群众的金融

获得感。

磐石农商行不断下沉服务

重心，主动深入村屯，提供助

农小额取款、转账汇款等基础

金融服务，有效扩大普惠金融

的服务覆盖范围。截至目前，

该行共设立268个助农金融服务

点，实现行政区域全覆盖；年

初以来累计交易量2.4万笔，交

易金额 11 万元，让当地居民足

不出村，即可享受方便、快捷

的金融服务。

磐石农商行积极出台多项利

民举措，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更新自助机具，丰富业务

受理范围和种类。全面加强对助

农商户代理人的业务指导，建立

健全阶梯式助农商户激励机制，

鼓励代理人不断提高服务质效。

目前，助农金融服务点单户最高

交易量达 3700 笔，日均交易量

20笔。

为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广泛普及金融知识，进一步

提升金融服务便民惠民的广度和

深度，磐石农商行把助农金融服

务点打造成“驻村银行”，定期

开展“送金融知识、送信贷服务

进村屯”系列宣传活动。工作人

员全面宣传讲解非法集资、金融

诈骗的危害，并以实用性高、操

作性强的现场指导课，为农民群

众送去金融“营养餐”。截至目

前，已累计开展助农金融服务点

专项宣传活动 50 余次，发放各

类金融业务知识宣传折页近万

份，受众6000余人。

磐石农商行已初步实现了

“助农金融服务点+银行卡+金融

服务项目”金融服务模式创新的

阶段性目标，有效满足了农村居

民一揽子金融服务需求。

组织聚心 信用变金
——安徽歙县以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助推乡村治理

2021康巴什金融经济论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论坛期间

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 宫立灵摄

吉林磐石农商行持续加大助农金融服务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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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美起来 日子好起来
——河南淅川农商行“安居贷”助力下湾村村民生活质量提升

山东省蒙阴县是闻名遐迩的

“中国水蜜桃之乡”，蒙阴农商银

行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发挥地方

金融主力军作用，组织干部和员

工积极投身蜜桃购销服务工作。

截 至 6 月 末 ， 该 行 各 项 存 款

131.74亿元，较年初增加8.95亿

元，其中揽存桃款 1500 万元，

贷款余额 94.13 亿元，较年初增

加 10.49 亿元。图为蒙阴农商银

行客户经理走访“桃点”，为桃

农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通讯员 孙田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