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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济宁市“创贷掌上办”手机端线上应用正式上
线试运行，在全省率先实现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手机端“掌上
办”。创业者“一部手机、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可以申请办
理创业担保贷款，这是济宁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部署，立足优化营商环境，围绕创业担
保贷款申请便利化积极进行摸索创新，助力创业创新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有力举措。

该业务依托济宁银行“慧济生活”平台，利用金融科技、数
字信息等手段，加强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打造“创贷掌上办”
手机端线上应用。通过“创贷掌上办”业务系统，将实现创业

担保贷款线上申报、线上审批、线上签约、线上放款，让数据多
跑路、让客户少跑腿，为创业者提供全天候创业担保贷款线上
化服务，让创业者融资对接更便捷、申报审批更及时、获取贷
款更容易。

此次试运行的“创贷掌上办”业务系统对符合条件的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
人员、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
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
户、脱贫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等10类群体均可实现线上办
理。申请人通过手机线上提交所需申报材料后，人社部门审核、

银行受理、授信、放款，担保机构审批。申请人可以接收短信实
时提醒，并通过登录的个人账号实时查看办理进度，实现节点实
时提醒、流程实时跟踪、政策及时触达，流程简、利率低、放款快。

济宁市“创贷掌上办”手机端线上应用的及时推出，为创
业群体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切实解决了个体创业
者的资金需求。济宁银行将会同市人社部门进一步提高个人
创业相关事项联办效率，根据申请人使用情况，不断优化用户
体验，计划在“爱山东”App济宁人社专区开发“创贷掌上办”
在线应用模块，多举措、多渠道提升创业担保贷款服务水平，
助推济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束雅欣 王成新

济宁银行

在全省率先实现个人创业担保贷“掌上办”

济宁市银行业协会完善全流程消保管理体系 ，在银行纠
纷调解、反电信诈骗、消保人员培训等方面以创新促发展，成
效明显。截至11月30日，受理调解案件472件，调解成功353
件，调解成功率75%，堵截异常开户3086个、电信诈骗378起。

强化异常投诉评审，推进银行纠纷调解

济宁市银行业协会围绕“纠纷不拖延、矛盾不升级、风险不扩
散”原则，推进银行纠纷调解工作。一方面创新研究制定了《济宁
市银行业异常投诉实施细则》，成立异常投诉评审专家委员会和
异常投诉评审工作组，开展异常投诉评审工作。目前，已对四家
机构的异常投诉申请进行了评审认定，区分不同类型，疏通了银
行经营秩序，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加强银行纠纷人
民调解工作，成立银行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切实发挥“和为贵”
调解室的作用，把“礼之用、和为贵”的核心要义融入到纠纷调解
之中，开展多元化纠纷调解，充实调解人员，组成由协会、机构、律

师等多方参与的调解团队。截至11月30日，调解人员发展到71
名，其中专职调解人员8名，兼职调解员59名，律师4名。

强化反电信诈骗宣传，推进金融知识普及

济宁市银行业协会把反电信诈骗、适老金融等作为普及
金融知识的重点。一是充分利用各银行机构的营业网点、自
助终端、网站、微信公众号、业务短信等载体，多层次、全方位
向客户普及反电诈、适老金融等金融知识。二是通过进社区、
进商圈、进市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增强消费者的反诈意识。三是加强与济宁市交运集团、公交
公司合作，首次运用“两车一站”普及反电信诈骗知识，营造全
民反诈的浓厚氛围。截至11月30日，活动已覆盖机构网点
1116个，覆盖自助终端1216个，张贴海报4180张，印发各类
材料150万份，在新闻媒体刊发稿件139篇，堵截异常开户
3086个、电信诈骗378起。四是印制普及金融知识宣传折页

和明白纸，以情景剧、快板书等形式，强化适老金融宣传，揭示
非法代理维权等。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累计发
放宣传单、宣传折页8.3万份，受众达到8.7万人次。

强化以案说法培训，提升消保队伍素质

济宁市银行业协会加强员工培训工作，邀请省内大专院校
资深教授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授课。创新推出消保工
作以案说法培训班，各会员单位分管行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及
调解人员150人参加培训，济宁市银行业协会分管消保工作负
责人担任主讲，讲座以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主题，以银行纠
纷人民调解为切入点，通过案例讲述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的
背景和意义、纠纷调解工作概述、异常投诉报送与审定、行长接
待日制度等方面的知识，内容丰富、紧贴实际，阐述了银行消保
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提升了银行消保人员纠纷调解能力。

记者 彭姝 通讯员 许建军

济宁市银行业协会

完善全流程消保管理体系

日前，中国银行保险报发布“2024中国保险业数字
化转型案例”，太平人寿创新推出的数智化客户经营平
台、客户资源转换引擎项目和太平云云计算平台长连线
运维新模式获评“2024保险业数字化营销优秀案例”和

“2024保险业数字化转型IT基础能力建设优秀案例”。
太平人寿数智化客户经营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推荐保险产品和筛选活动目标
客户，帮助保险公司更加精准地贴合客户需求，解决知
客难、触客难、留客难的问题。

太平人寿客户资源转换引擎项目旨在提升公司服
务存量客户的能力和效率，利用AI和数据分析技术，通
过构建客户分群、营销策略和督导追踪体系，建立了一
条从触客到转化的数字化生产线，有效提升客户服务能
力和转化效率。

太平云云计算平台旨在搭建一个安全、高效的基础
运维平台，通过引用华为西安远程运维中心提供的专项
服务，实现了长连线运维新模式，有效提升 IT 运维效
率，为公司全渠道业务提供全方位、无间隙、全产品的线
上服务保障。据统计，云平台于运行期间已完成300多
个问题处理，平均处理时长缩短至2.8天，较本地运维效
率提升了45%。 王丽娜

太平人寿

多个项目获评中国保险业
数字化转型优秀案例

新华保险全面推进“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围
绕医、康、养、财、税、法、商、教、乐、文等多个领域，构建
全方位服务体系。

聚焦客户健康管理需求，新华保险提供全周期、立
体化的医疗健康服务。在养老服务方面，提供居家养
老、机构养老服务。子女成长期间，该公司还可为客户
提供国内升学、国际留学教育规划，组织研学、参观、科
普等活动。同时，还为客户提供财富规划、税务咨询、代
际传承、沙龙讲座等服务，融合保险、信托等金融手段，
守护客户财富安全。

新华保险推出“新华尊”“新华安”“新华瑞”服务品
牌，为客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新华尊”私享会员
服务体系，主要面向高净值客户，整合市场头部优质服
务供应商，为客户及其家人量身定制涵盖“健康管理、法
税规划、商旅出行”等方面的贴心服务；“新华安”居家养
老服务，围绕健康管理、安全监测、适老改造、生活服务、
居家照护等方面，满足客户的居家养老需求；“新华瑞”
服务体系将覆盖公司广泛客群，多领域全方位为客户服
务。 新华

新华保险

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

鱼台县是中国毛木耳之乡，被中国食用菌协会命名为“食
用菌全国优秀主产基地县”。近年来，山东农担济宁管理中心
全力支持鱼台县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创新出台产业集群方
案，助力鱼台县食用菌产业提档升级。

毛木耳一般于四季度开始建棚种植，资金需求集中，农户
新建一座5万袋的木耳大棚，需投资6至7万元。对于木耳种植
户而言，资金需求与季节性有较大的关系，追求时间短、数量平、
速度快，不符合一般金融机构的信贷偏好，木耳种植产业难以壮
大。山东农担济宁管理中心鱼台办事处了解到当地毛木耳产业
资金需求情况后，与合作银行多次研究，决定将家庭式种植大户

作为突破口，优先解决种植难题，进而带动产业升级。
赵铃便是种植大户中的一位代表。他从事木耳种植11

年，经营着鱼台县张黄鑫悦木耳种植场。目前种植场有大棚
10座，赵铃计划购买菌包65万袋，需要资金84万元。但因前
期大棚投资远超预期投资资金，出现了30万元的资金缺口。
鱼台办事处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合作银行，仅用两天就
为其办理贷款30万元，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鱼台办事处联合当地政府召集种植户多次举行座谈会，
详细向种植户介绍“鲁担惠农贷”产品，对贷款主体、金额、期
限、利率、担保条件、还款方式进行深入讲解，让农担支农惠农

政策、高效便民服务措施在种植户心中落地生根。
随着贷款主体数量增多，鱼台办事处开发编制了鱼台县

毛木耳产业集群担保服务方案，对担保额度、担保周期、反担
保措施进一步优化，更好地贴近种植户的用款需求。

鱼台县王庙镇大溪村昌健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扩大规
模时产生了资金困难，因缺少抵押物，银行直接贷款额度低、利率
高。得知合作社运营模式和面临的困境后，鱼台办事处第一时间
联系银行，为其担保贷款200万元。目前，该合作社毛木耳菌包
可实现年产2500余万袋，年产值达6000万元，利润约2800万
元，带动周边村1800余人就业。 记者 梁汝腾 通讯员 马明明

山东农担济宁管理中心

片片“金耳朵”鼓起农民“钱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