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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金融挂职工作开展以来，金乡农商银行12名金
融挂职干部充分融入镇街工作，主动靠前服务，突出发
挥“两种身份”优势，切实履行“金融参谋员、服务员、宣
传员、联络员、指导员”的工作职责，为助力乡村振兴注
入了农商力量。

走到田间地头，为各类主体获得金融“铺路架桥”。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在前期党建共建全覆盖的基础
上，不断开拓新思路、寻找新方向，创新开展和各小微企
业党支部党建共建活动，充分挖掘金融需求。二是全力
推进“金融服务进万企”，积极参加镇街各项活动，组织
开展新型农业主体和小微企业政银企对接会，推进“金
融服务进万企”工作的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召开新型
经营主体对接会、政策宣讲会议381次，对接攀登企业
80户，信贷支持23户、金额2.75亿元，对接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69户，信贷支持66户、金额3.6亿元。三
是积极与镇街、村委联动，形成联合工作机制，加入各村
微信群，提升“双百双千”工程工作质效，有效解决了镇街
新型农业主体及农户融资难的问题。目前，信贷支持龙
头企业12户、金额1.55亿元。

助力乡村振兴，持续加强服务三农发展力度。发挥
自身专业优势，不断研究破解广大农户群众贷款难、创业
难的难题的方法，确保涓涓金融活水流到乡村振兴寸寸
沃土之上。截至目前，该行共对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38
户，信贷支持63户、金额1785万元，对接乡村好青年247
户，信贷支持87户、金额3562万元。 杨依涛 刘兆琛

今年以来，泗水农商银行以选派乡村振兴挂职干部为
契机，持续加大“三农”领域信贷资金投放力度，推动金融
资源向乡村和实体经济倾斜，助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截至7月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39.22亿元。

拓宽乡村振兴工作渠道。一是聚力开展农村“信用+”
体系建设，挂职人与支行形成工作合力，逐村与辖内村支
部书记进行对接，深入了解村庄基本情况和产业发展情
况，通过“文明增信”评定助力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乡风文
明和乡村治理。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已完成全县391
个行政村和46个社区全覆盖，授信户数3.16万户、7.59亿
元。二是发挥挂职干部“政银联络员”作用，各支行积极参
与，适时召开政银企对接会，增强新型经营主体、小微企业
联系，举办金融政策宣讲会、信贷产品推介会，广泛宣传推
介金融政策和信贷产品，拓宽“三农”各类主体融资渠道。
截至7月末，组织已召开金融机构与新型经营主体对接会、
政策宣讲会40余场。三是立足镇街实际，全面了解乡镇
发展规划，突出重点，推进镇街做好有机农业、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特色小镇特色经济发展。

一体推进普惠金融工作。持续优化农村基础金融服
务，依托22个营业网点、10家自助银行、106处普惠金融服
务点，推进便民服务“村村通”。依托移动厅堂服务队及客
户经理驻村办公，现场办理存取款、社保卡激活等业务，打
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任彦峰

泗水农商银行

发挥挂职干部作用
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金乡农商银行

汇聚金融人才活水
浇灌乡村振兴沃土

“多谢郭镇长和农商银行的帮助，再也不用为扩大
养殖规模犯愁，我对未来的养殖致富路更有信心了。”郭
延顺激动地说。郭延顺是汶上县杨店镇有名的养殖能

手，经过多年的生猪养殖，目前已拥有一
家初具规模化、专业化的养殖场，年

出栏生猪可达4800头，生意红火
的同时，他不忘带动身边乡亲
父老共同富裕，毫不吝啬地
分享养殖经验。

就在老郭为资金犯难
时，恰逢汶上县杨店镇挂职
副镇长在走访调研辖内农
业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
经过详细了解，第一时间会
同汶上农商银行进行上门对

接走访，为其推荐办理了“鲁担
惠农贷”140万元，并于当天成功

发放，解决了燃眉之急。
汶上农商银行不断畅通小微企业融资

渠道，加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力度与广度，选派14
名金融干部到乡镇、街道担任挂职副镇长（副主任），
发扬农信“大挎包”精神，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宣传金
融扶持政策，深耕普惠金融，为助力镇域经济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农商力量”。截至目前，该行累
计发放“政策性贷款”1.3亿元，解决了800余户农户
的资金难题。依托农商银行“四张清单”对接，根据
辖内小微企业、个体户、各类农业经济组织名单，逐
户走访对接辖内“百千工程”等各类涉农企业和农业
经济组织111余家，组织各镇街召开种养大户推介
会，积极推广“鲁担惠农贷”“保单质押贷”等支农惠
农贴息贷款或相关政策。 王曦 王家豪

汶上农商银行

挂职干部为乡村振兴
注入农商力量

近年来，济宁全市农商银行积极融入全市发展大局，选
派的139名金融挂职副镇长主动担当作为，当好镇街经济

“金融顾问”，发挥政银合作“联络员”、“三农”发展“服务
员”、普惠金融“宣传员”、创业致富“指导员”的作用，为乡村
振兴战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贡献了农商智慧和农商力量。

当好服务发展“加油站”，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全
市农商银行139名挂职干部充分发挥金融专业优势，主动
分析镇域经济特点，对接辖内特色产业，指导驻地金融机构

加大实体贷款投放，深度推动乡村振兴和镇域经济发展。
一是推广“按揭农业（畜牧业）”服务模式，助力产业升级。
挂职干部认真梳理、深入摸清辖内农业、畜牧业发展现状，
大力推广“按揭农业（畜牧业）”服务模式，帮助农户仅交少
量首付即可“拎包入驻”，推动农业、畜牧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截至目前，全市农商银行累计支持按揭农业项目21
个、授信8182万元，支持按揭畜牧业项目7个、授信5020
万元。梁山农商银行的选派干部郝美帅，结合镇域黄牛养
殖产业发展，宣传推广按揭畜牧业模式，指导农商银行为当
地“按揭畜牧业”整体授信2亿元，有效助推了当地特色产
业发展。二是支持“双百双千”，助力乡村振兴。挂职干部
累计对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
2000余个，信贷支持750个、金额11.9亿元，累计对接千名
乡村好青年，信贷支持695个、金额3.98亿元。三是对接

“攀登企业”，助力“制造强市”建设。逐户对接走访863个
“攀登企业”，信贷支持283个、授信51.18亿元。

搭建政银合作“连心桥”，为镇街发展增添新活力。一
是党建搭台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充分发挥“金融管
家”和“政银联络员”的作用，以党建共建为切入点，密切党
群关系，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扎实的党
建工作引领社会经济全面发展。邹城农商银行选派的挂职
干部陈贵舟，组织参与了11个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发放仪式，先后与27个行政村、1家优质企业开展了党
建共建活动，密切了党群关系、政银关系、政企关系，为“四

张清单”对接等工作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在统筹疫
情防控与经济发展方面勇显担当。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挂
职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担当作为，扎根疫情防
控一线，为有效遏制疫情反弹、助企纾困复产方面贡献了力
量。兖州农商银行选派的挂职干部赵晓光，带头值守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扎实做好入户排查。同时，发挥曾从事科技
工作的优势，在“核酸检测一网通APP功能优化”方面提出
了建设性意见建议，得到研发人员的肯定，推进了APP功
能升级，减轻了信息录入工作量，有效提高了数据上报效率
和质量。三是在推动镇街重点工作落实方面冲锋陷阵。部
分挂职干部除分管金融、乡村振兴之外，还负责人居环境整
治等工作。

做实普惠金融“宣传员”，为创业致富开启新局面。一是
扎实开展金融政策宣传。截至目前，挂职干部累计参与“金
融夜校”、新型经营主体对接会、政策宣讲会7000余场。二
是大力推广“信用+”体系支持乡村振兴模式。扎实推进信用
体系建设，推广“信用+”体系，以小额普惠贷款撬动农村治理
和信用体系建设，指导1500余名信贷人员“定时定点办公、
送贷上门服务”活动，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捷
性。三是积极推广惠农惠企新产品。根据辖内农业发展实
际，积极推广“鲁担惠农贷”“创业担保贷”“助养贷”“强村贷”

“大棚贷”等特色信贷产品，采取优先评估、优先授信、优先贷
款、降低门槛、简化程序等方式，推动办贷流程“一次办好”，
打通了金融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 崔建鲁

全市农商银行

139名金融挂职干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截至目前，嘉祥农
商银行挂职干部已累
计对接“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 212
个，其中信贷支持 118
个、金额 2.11 亿元，对
接联系“乡村好青年”
135 名，其中信贷支持
60名、金额4700万元。

孙逢宝 陈守辉

“今年香城镇的张桃葡萄园项目首次结果，300万元的
政策性扶持发挥了实效。”“田黄镇的按揭畜牧业项目已落
地建设两个，正在推进、正在规划中的项目各两个，已扶持
12位农户入驻成功，扶持资金348.4万元”。邹城农商银
行挂职工作月度例会上，15名挂职金融副镇长（副主任）发
言掷地有声。

挂职工作开展以来，邹城农商银行挂职干部牢记职责
使命，充分发挥金融专长，引导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流向乡
村沃野，截至7月末，该行各项贷款152.75亿元，其中涉农
贷款106.05亿元，较年初增加16.85亿元。

挑起担子强履职，深化政银互通互联。一是“双向报
道”，当好金融“联络人”。该行挂职人员报道镇街后，迅速
转变角色，推动金融供给与需求方更精准对接。二是“牵
线搭桥”，搭建共建“连心桥”。截至7月末，该行已与全市
16个镇街签订共建协议，共计与393个党支部建立互带互
助友好关系。三是整合资源，共促发展“生合力”。充分利

用挂职身份，针对乡镇百姓在特色产业、种养殖业、农村住
房、文旅等领域强化信贷支持，大力推广鲁担惠农贷，提高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截至7月末，累计发放“鲁担
惠农贷”970余户、金额4.5亿元。

找准路子抓产业，增添乡村发展动力。一是“一镇一
特色”，撬动农村产业发展。挂职干部服从镇街工作安排，
不做“看客”做“干将”，主动融入经济工作大局，挖掘“一镇
一特色”，当好政府金融参谋，因地制宜配合打造了一批按
揭畜牧园区、按揭草莓园区、按揭菌业、葡萄园等项目，为
强农富农惠农，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二是

“驻地大走访”，做好金融政策宣传。挂职人员联合各网点
开展“驻地企业大走访”，逐户上门对接，录入智慧营销系
统，并建立对公网格。组织召开行业座谈会，通过与企业
负责人进行深入座谈，了解企业金融需求，并针对不同企
业采取不同的针对性营销策略。通过走访活动，发展首贷
培植客户309户、贷款金额1.46亿元。 张静

邹城农商银行 在乡村沃野上释放金融力量

自挂职工作开展以来，该行选派的挂职干部积极围绕
上级工作部署，快速进入角色，主动发挥“四员”作用，找准
金融服务契合点，探索政银合作渠道，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模式，重点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持续为乡村振兴积蓄发
展动能。

架起政银共建“连心桥”。党建共建实现“扩面”。制定
党建共建提质增效方案，与基层支部开展分级对接，不断拓
宽党建共建覆盖面。在挂职干部的共同努力下，该行与15
家镇街签订党建共建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合
作协议，拟授信金额54亿元，24家支行与389家村居（社
区）完成支部共建，共建覆盖面100%。“为群众办实事”扎
实开展。挂职干部充分发挥政银合作“联络员”作用，不断
深化双方合作效果，通过联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办金融
夜校、慰问困难党员、党员志愿服务等活动，开展“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148次，为群众解决融资难题9703万元。
公共事务参与度不断提升。”

开启金融服务“直通车”。优化政务服务。挂职干
部积极协调对接镇街政府，了解镇街发展规

划，深入分析，找出与该行工作的契合
点。挂职期间，对接建设

项目承接单

位提供农民工资账户监管服务，保障农民工工资足额及时
发放，对接社保部门，为新生儿、老年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
社保卡服务。开展移动服务。发挥24支移动金融服务队
优势，利用每周2次晚上集中营销日和周六“党员志愿服务
日”。截至目前，开展移动营销3100余次，为8.1万户居民
提供“家门口”的服务，真正打通了普惠金融“最后一米”。
实施驻点办公。组织客户经理每周固定时间到村庄（社区）
进行现场办公，深入了解客户资金需求，把金融服务送到

田间地头、社区村居，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现场办公
7335次。由挂职干部牵头成立金融辅导队，深入辖内小
微企业开展走访活动，今年以来为辖内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9.33亿元。

打造乡村振兴“主办行”。开展整村授信“普惠金融全
覆盖”活动。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过组织“牵线”、
两委“召集”、支行“搭台”持续推进“整村授信”工作，借助智
慧营销系统优势，在“整村授信”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无感
授信、有感反馈”普惠工程，授信户数达到1.6万户，用信户
数占比18%。截至目前，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贷款余额69.51
亿元，同比增长23.77亿元。借助客户清单实施精准对接。
截至目前，对接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213家、授
信金额1.15亿元，开展信贷政策宣讲会、新型经营主体对接
会、金融夜校等429场。同时，围绕“制造强市”战略，聚焦
制造业转型升级，积极开展“助企攀登”活动，已累计支持制
造业企业104户、金额10.87亿元。推广特色产品推动减费
让利。针对不同类型“三农”客户需求，量身打造特色信贷
产品，推出“乡村好青年贷”“强村贷”等专属产品。积极落
实国家减费让利政策，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就业创业，目前，
发放“创业担保贷”5169户、余额11余亿元，累计减费让利
达1832万元。 唐桂庆 张纯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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