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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市农商银行坚守服务“三农”
和实体经济的经营宗旨，立足主责主业，围
绕助力乡村振兴、制造强市建设、就业创业、
民生消费等重点领域，强化政银联动，创新
信贷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加大信贷投放力
度，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农
商动力。截至6月末，全市农商银行各项贷
款余额1299.58亿元，较年初增加118.07亿
元，增幅10%。

注重政策引导 紧跟经济发展战略

全市农商银行围绕国家、省、市经济工
作会议部署，紧扣“十项重点任务”和“六个
聚力攻坚”，结合全市农商银行实际，建立

“敢贷、愿贷、能贷、会贷”机制，推出5大类、
33条具体措施，积极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
局，助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创业、稳经济
增长”。

全市农商银行贯彻落实全市“扩就业、
促消费”工作会议及实施“制造强市”战略，
坚定零售贷款投放思路，制定“加大信贷投
放，扩就业促消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深入
推进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推动
稳经济、扩内需、促消费。

全市农商银行聚焦乡村振兴、农业强市
建设、新市民服务等普惠金融重点领域，深
入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出台15期《政策速
递》，持续引导信贷投放精准、直达、高效。
截至6月末，全市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重点领
域贷款余额 592.90 亿元，占实体贷款的

56.28%，余额较年初增加 55.20 亿元，增幅
10.27%。

深化政银合作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全市农商银行落实市政府工作要求，选派
149名业务骨干到乡镇街道脱产挂职副镇长
（副主任），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填补镇街金
融工作短板，充分发挥“一顾问、四大员”作用，
重点支持“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挖掘特色产
业新的增长点，为助力乡村振兴、服务镇街经
济发展贡献金融力量。截至6月末，全市农商
银行涉农贷款余额821.97亿元，较年初增加
76.36亿元，增幅10.24%。

与团市委合作创建238家“青创服务站”，
优化提升34家“星级站点”，支持青年群体就
业创业；与人社部门联合建设68家“创贷之
家”服务驿站，创新“创贷+”服务模式，推出

“创业提振贷”，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与市妇联共同推出“儒·信巾帼贷”系列产

品，重点支持在济宁市内创业就业的广大女
性，以及其领办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微企业等。自5月份
产品发布以来，已累计发放贷款1.12亿元。

锚定“三点赋能”放大拳头产品优势

全市农商银行以“鲁担惠农贷”为切入点，
与农担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农业担保

“增信、分险、赋能”以及农商银行“点多、面广、
审批链条短”的优势，形成“农政银担合作”服

务乡村振兴模式。充分运用41项产业集
群工具书，重点支持“双示范”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助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截至6
月末，全市农商银行“鲁担惠农贷”在保余
额37.76亿元，较年初增加19亿元，在保额
和新增额分别约占全市金融机构的46%、
44%。

以“创业担保贷”为发力点，以实施“创
业齐鲁十大推进行动”为契机，针对创新创
业人员“短、小、频、急”的资金需求特点，推
行“1+N”服务模式、“政银担”合作模式、

“创贷+商贷”工作模式，为客户量身定制金
融服务方案，全力服务“双创”主体，为“创
业齐鲁·乐业山东”行动注入金融动力。截
至6月末，全市农商银行“创业担保贷”余
额45.12 亿元，较年初增加 5.11 亿元，存
量、新增市场份额约占全市金融机构的
78%、85%。

以“财信担保贷”为突破点，与市财信
融资担保集团协同配合，充分发挥财信担
保贷款“增信、分险、降费、赋能”的作用，实
行“见贷即保”“见保即贷”“应急转贷”三大
模式，实现系统间互联互通。通过线上出
具融资担保电子保函，将贷款办理时限由2
个工作日缩短至0.5个工作日，对100万元
（含）以下贷款实行“免担保费、见贷即保”，
客户无需提供额外担保即可获得信贷支
持，充分解决了融资、担保难题。截至6月
末，全市农商银行累计发放“财信担保贷”
198亿元，余额134亿元，较年初增加48.9
亿元，存量份额约占全市金融机构的59%。

夯实活动成效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全市农商银行创新实施“四对接”全覆盖
活动。结合济宁地方实际，由审计中心负责对
接市级科局单位，农商银行总行负责对接辖内
各乡镇（街道），基层支行对接辖内村委，客户经
理对接农户，全面了解各层次金融需求，持续加
大信贷投放力度。截至目前，农商银行与乡镇
党委、村委签订党建共建合作协议4027份。

扎实开展“重点客户对接服务全覆盖行
动”。全市农商银行与市直各部门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做实“四张清单”对接、客户经理驻点
办公等基础工作，通过新闻发布会、移动服务
队、金融夜校等形式，全方位对接全产业链集
群、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攀登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消费领域龙头企业等20余类清
单重点客户，确保走访留影、对接留码、送贷上
门、对接高效、服务到位，满足客户需求。

稳步推进“四项助企行动”。全市农商银
行充分发挥小微企业“孵化器”“主办行”作用，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弱点，深入开展

“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企业金融辅导”
“金融服务进万企”“‘十百千万’高管走基层”
四大活动，通过现场座谈、实地走访等方式全
面了解重点行业企业金融需求，建立“一企一
册”金融服务档案，大力推广“首贷通”“人才
贷”“科技成果转化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
精准给予信贷支持。截至6月末，全市农商银
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61.01亿元，较年初增
加88.17亿元，增幅15.39%。 张大为

全市农商银行全市农商银行

坚持坚持““四向发力四向发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助
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邹城农商银行积极开
展“金融服务进
万企”活动，把
脉问诊，对症
施策，通过
金 融“ 滴
灌”模式，
为小微企
业客户提
供便捷的
金融服务，
全 力 助 推

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今

年以来，该行累
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410笔、金额21.59亿元。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摸清底数。该行领导班子

与包保部室定期到基层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客户的
真实境况。“我们公司生意刚起步时就在咱农商银行
贷了20万元。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贷款额度也提
高到了80万元。现在我们注册了公司，资金缺口在
300万左右，但是我们天天忙于业务，没有时间到总
行公司业务部办理。”北宿镇某机械配件加工企业的
负责人王总说。该行了解情况后，及时召开行务会，经
过详细讨论，最终决定扩大各支行的放款权限，允许其
他支行发放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同时要求
辖内各支行全面对接辖内小微企业金融需求，并提供
送贷上门服务，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把脉问诊，精准对接送贷上门。邹城农商银行积
极对接政府部门，根据辖内各乡镇的小微企业清单，组
织支行逐一上门走访对接，了解客户的金融需求。责任
细分到人，将走访企业任务详细分配到总行领导班子、
包保部室、支行行长和客户经理名下，明确各自每周的
走访对接数量，压实管理责任，确保走访企业一户不
漏。走访对接时提前做好功课，通过“企查查”等工具获
取企业的公开信息，充分了解企业的主营业务、经营情
况等，确保对接时沟通顺畅。根据提前了解的企业情
况，明确对接目标，一企一策制定金融服务方案。

对症施策，金融“滴灌”助企攀登。该行从政策产
品、技能培训等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提供帮扶，确保农
商银行的优质服务惠及每家企业。多次组织支行行长、
客户经理召开专题培训会，强调放开小微企业贷款权限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邀请公司类客户经理讲授贷前调
查要点和业务操作流程。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为支行指
派公司类客户经理现场指导，手把手、面对面教学，并制
定“小微企业贷款明白纸”，让支行客户经理在最短的时
间内学会公司类业务。推动产品创新，推出“税优易贷”
等产品，受到众多小微企业的欢迎，切实为小微企业和当
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持。 孟令勇

邹城农商银行

金融“滴灌”助力小微

近年来，微山农商银行创新推出“创业
担保贷”“乡村好青年贷”等信贷产品，针对
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新市民，提供专属
金融服务方案，助力有为青年主动从城市
返回农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让他
们在广袤的田野上唱响青春之歌。截至6
月末，该行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1303户、
金额2.22亿元，“乡村好青年贷”243户、金
额0.59亿元。

一天的忙碌之后，曾在北京求学4年的
“90后”徐菲亚，漫步乡间小路，用手机与同
她一样回乡创业的大学室友交流心得。从
北京到微山再到爱湖村，从视觉艺术专业到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再到农村发展乡村旅游
事业，短短几年，徐菲亚不停地变换“舞台”
和“角色”，最终将双脚落在“芬芳泥土”中。
3年前，徐菲亚选择回乡创业，刚创业时一下
子要投入几十万元，这成了她创业路上的绊
脚石。微山农商银行得知情况后，为其推荐
了利率优惠的“创业担保贷”，徐菲亚当即就
获得了20万元的贷款，摆脱了创业初期的
资金困局，公司逐渐走上了正轨。

近年来，“面朝微山湖，春暖花开”的意
境逐渐成了年轻人“诗与远方”的向往与追
求，徐菲亚抓住旅游商机，拍摄乡村网剧，
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在微山农商银行
150万元的信贷支持下，她的公司蓝图又将
扩大一倍。谈及以后的职业规划，她说，打
算带着一批网络主播扎根爱湖村，推动当
地农特产品“出湖向海”，并挖掘更多的微
山湖景、微山湖情。

在微山，还有很多像徐菲亚一样得益
于农商银行扶持的青年大学生。他们当中
既有返乡创业的有为青年，也有被吸引到
此开辟新事业的外地才俊，其中不乏名牌

大学毕业生。微山农商银行多措并举打造
良好营商环境，为青年大学生搭建了自我
实现的舞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一股股“青
春涌流”。

今年以来，微山农商银行不断探索和
创新服务大学生新模式，致力打造银企互
联互通、融心聚力的平台，紧紧围绕支持在
校大学生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和支持高校毕
业生创业就业等工作要求，落实以大学生
为主体的新市民专属金融服务方案，以实
际行动落实普惠金融政策，优化创新创业
环境，降低大学生创业成本及就业压力。
依托素质高的业务骨干，成立“流动金融服
务队”，主动走访辖内青年创业人员，增强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针对性，切实缓解创
业者“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送贷上
门”“网格化营销”“四张清单”走访、驻点办
公等，积极对接客户，把金融产品、金融服
务、优惠政策送上门，为大学生创业就业提
供全方位、一站式、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帮
助大学生踏上了创业致富路。截至6月末，
该行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2.56 万户、金额
74.51亿元，累计发放乡村振兴贷款 2.1万
户、金额33.62亿元。 卜娣娣

微山农商银行

田野上的“青创”之歌

近年来，泗水农商银行立足县域特色农
业经济发展实际，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全
面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共
绘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新画卷。截
至目前，该行实体贷款余额51.23亿元，其中
涉农贷款余额44.05亿元。

助力农业产业化发展

泗水县泗张镇的地膜土豆
亩均产量约4500公

斤左右，产值可达1万元，看着地里收
获的“金蛋蛋”，种植户都喜上眉梢。

泗水农商银行以党建共建为抓手，
发挥挂职副镇长优势，积极获取土豆种
植户、购销商、专业合作社等清单，提前沟

通对接，满足土豆产业化发展资金需求。
目前，该行累计发放土豆产业化类贷款3711
万元，助力土豆产业化升级，辖内土豆种植规
模达到近5万亩，不仅让种植户鼓起了腰包，
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该行紧紧围
绕农村产业发展，创新融资产品，优化放贷流
程，积极推广线上信用贷款，将金融“活水”引
流到田间地头，助力辖内产业多点“开花”，为
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助力特色文旅产业发展

“我们仲都村原来穷，现在却是咱济宁乃
至山东省的文化旅游胜地。以龙湾湖为中
心，往南是草莓采摘、凤凰谷粉黛子观赏区，
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富了我们
当地的老百姓啊！我们发展到今天，离不开

农商银行的资金扶持！”泗水县圣水峪镇东仲
都村党支部书记说。

圣水峪镇辖内山地多，道路崎岖不平，传
统种植养殖业并没有让这里的村民富裕起
来，外出务工成为当地村民发展致富的主要
出路。在农商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下，圣水
峪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以龙湾湖为中心，形成
了“研学+文创+艺术+教育+农业+旅游”模
式，以等闲谷艺术粮仓和阅湖尚儒研学基地
为主的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全面建成。桃
木坊、陶艺坊、书房、民宿、咖啡馆等20余个
项目到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经营，带动当
地就业1200余人。家庭短途旅游，各地学生
研学、社会实践、企业培训、参观学习等，带动
了农民增收。

泗水农商银行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需
求，将绿色金融的理念和普惠金融的价值播
撒在村落，探索出“金融生态+文旅产业”的
发展模式，围绕示范小镇、特色街道建设，加
大信贷投入力度，支持辖内重点景区完善基
础设施，切实打造综合性、一体化的全域生态
旅游模式。截至目前，累计发放文旅产业贷
款4.76亿元，扶持文旅客户1254户。

助力文明乡风形成

龙湾套村齐大哥经营“齐家熟肉”店面多
年，在门面改造升级过程中面临资金不足难
题，他凭借良好的信用，在泗水农商银行获贷
10万元。目前，齐大哥的生意有声有色，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

在做好金融服务工作的同时，泗水农商
银行积极承担并践行社会责任，在辖内各支行
广泛开展“村银互联共建·共促乡村振兴”主题
活动。通过联动联建，与村支“两委”携手营造
良好的村容环境和文明乡风。成立以党员为
主体的志愿者服务队伍，对辖内行政村村民逐
户上门走访宣传、采集信息，将普惠金融政策
送到田间地头、农家院落，让新时代文明实践
精神在泗水遍地“开花”。将金融服务与志愿
服务相结合，不断优化服务项目，创新服务方
式，丰富服务内容，有效增强了农商银行的社
会影响力。启动“信用+”体系服务模式，多措
并举助力“信用泗水”建设，积极倡树社会文明
新风尚。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采
集全村村民信息，为村民信用情况赋分，依据

“信用积分”进行“无感授信”，为每个农户提供
生产经营“备用金”。 任彦峰 杨佳乐

泗水农商银行

金融“活水”流进特色农田

近年来，兖州农商银行积极落实“创
贷+”服务理念，全力服务“双创”主体，进一
步提升敢贷信心、愿贷动力、能贷基础、会
贷水平，为支持“双创”型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注入金融“活水”。截至6月末，该行实体
贷款余额81.13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61.27亿元。

金融“活水”浇灌创业梦。孙先生做航
海员已有5年时间了，2019年返乡后，他开
始自主创业，第二年就拥有了20多人的研
发团队，第三年就拥有了800多平方米的
生产车间。多年来，孙先生一步一个脚印，
追求着自己的创业梦。孙先生坦言：“今年
我积累的客户、订单、收购的公司数量都逐
渐增多，我在生物饲料研发、销售方式等方
面有了质的提升，但我也遇到了资金周转
的困难，如果没有这笔创业贴息贷款，这些
计划的实施将再往后推迟半年”。孙先生
说的创业贴息贷款正是该行为其发放的政
策贷款。据了解，该行为切实降低小微企
业融资成本，全方位推广“创业担保贷”，为
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充分发挥金
融在促进创业、带动就业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惠企送去“及时雨”。今年伊始，
董先生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流动资金需求
随之增加。了解到他的需求后，兖州农商
银行客户经理向董先生推荐了“税金贷”，
仅用了2天时间，150万元贷款资金顺利到
账，成功助力他扩大了生意规模。和董先
生一样，冯女士原来在外地打拼多年，今年
趁着经济形势回暖向好，便回到兖州，经营
一家PVC封带公司，但急需一笔启动资
金。该行客户经理了解情况后，实行一企
一策，精准授信，为冯女士提供了100万元

的创业启动资金。冯女士说：“农商银行为
我创业增添了更足的底气！”近年来，该行
高度重视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工作，相
继推出“端信支小贷”“端信备货贷”等产
品，持续做好人才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瞪
羚贷、科技成果转化贷等助企产品的推广
工作，持续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等“一站
管家式”金融服务。

金融赋能架起“连心桥”。“这放款速度
真是太快了，确实帮我解决了大难题。”客
户王先生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如今，借
助“保证e贷”的20万元资金，王先生陆续
租下了辖内乡镇的百余亩土地用于种植小
麦，年盈利能达到20万元左右。该行还为
他开通了手机银行等电子支付渠道，努力
为其提供高效便捷的一揽子金融服务，使
他的创业致富之路越走越宽。该行树立

“大数据”思维，持续倡导“让客户少跑腿、
让数据多跑路”的服务理念，不断拓宽申贷
渠道，推行“打个电话办贷款”、微信公众号
申贷、手机银行申贷等多种便捷的申贷模
式，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水
平，以实际行动擦亮农商银行服务的“金字
招牌”。 冯亚茹

兖州农商银行

多元金融服务为创业者保驾护航

为进一步深化提升金融辅导、金融伙伴机制，畅通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在省联社、济宁审计中心的坚
强领导下，鱼台农商银行实行“清单制”精准走访对接，
多措并举，全力为企业发展贡献农商力量。今年以来，
信贷支持清单企业客户1.04亿元。

精准走访对接。为更好地为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
务，该行成立了“金融辅导小组”，开展“十百千万”走访
活动。搭建“政金企”对接平台，业务骨干现场为企业
家讲解“金融惠企政策”，对有贷款需求的客户留存联
系方式，开展“跟踪式”金融服务。

开展定制服务。鱼台农商银行以“金融进万企”活
动为契机，针对企业行业特点、发展状况、生产经营周
期、资金需求展开调研走访，主动上门服务，精准对接企
业金融需求，为企业授信“知识产权质押贷”800万元。

提升服务水平。该行积极开展便捷获得信贷工
作，畅通申贷渠道，充分利用微信申贷平台、客服中心、
手机银行在线申贷功能，开通授信审查审批“绿色通
道”，第一时间响应并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审查人员实
时开展线上审查，贷审会也由线下审批转移到线上开
展，每天线上集中审批，不断提高服务效率。 张华君

鱼台农商银行

金融服务进万企
助企纾困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