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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行 快讯

全市农商银行深入贯
彻落实省联社党委和市委、市政

府工作部署要求，聚焦“三农”、个体工
商户、小微企业金融需求，大力发展普惠金

融，加大实体贷款投放，延伸金融服务半径，
落实惠民惠企政策，加快构建普惠金融新格
局，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和
可持续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
7 月末，全市农商银行实体贷款余额
1172.28亿元，较年初增加100.81亿元，支
持客户25.44万户。其中，普惠金融重点领
域贷款余额710亿元。

完善服务机制
拓宽普惠金融广度

家住汶上县杨店镇于村的于大哥，在镇
上开了家中小型超市，平时在村里为人老实
厚道，邻里和睦，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夜间巡
逻、美丽庭院建设等志愿服务活动，是村里
人人夸赞的道德模范。

眼下，于大哥正准备新进一批酒水，但
资金周转出现了困难。汶上农商银行驻点
办公的客户经理得知了他的困难，对照积分
贷政策，根据于大哥所获得的信用积分，为
其申请了10万元的“诚信积分贷”，并给予
了利率优惠。贷款资金次日就发放到于大
哥的个人账户上，解了燃眉之急。

全市农商银行积极践行金融为民使命，
充分发挥自身网点、人员、服务覆盖面优势，
抓实“四张清单”对接、拓宽金融服务渠道，
更好地满足客户多样化金融需求。以省联
社“四张清单”获取对接为引领，推广“无感
授信、有感反馈”普惠金融全覆盖工程，创新

“信用+”体系支持乡村振兴模式，将个人信
用、社会治理参与度等与授信额度、贷款利
率挂钩，以小额普惠贷款撬动农村治理和信
用体系建设，实现乡村治理“软环境”变成融
资“硬实力”。实施“四对接”全覆盖活动，充
分发挥“移动金融服务队”作用，借助智慧营
销系统，组织客户经理深入村居、社区对接
金融服务需求，推行全民授信，确保客户有
需求时“贷得出、放款快”。构建“线上+线
下”立体化金融服务渠道，线上开通微信申
贷公众号、贷款受理热线，依托手机银行、线

上授信等工作，实现线上评级、授信、用信一
体化操作，有效提升服务体验；强化政银合
作，创新政银联通合作模式，将60余项政务
服务引入农商银行网点厅堂，实现网点“金
融+政务”服务一站办、便捷办。线下实施
客户经理驻点办公全覆盖，公布信贷产品、
办贷流程和时限、申贷热线、客户经理等信
息；依托营业网点、普惠金融服务站、青创服
务站、创贷之家等服务平台，将一站式金融
服务送到客户手中，实现“金融服务不出村、
贷款资金送上门”，真正打通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

创新服务方式
延伸普惠金融深度

鱼台县某养殖有限公司，位于李阁镇张
平村，是一家专业从事朗德鹅种鹅繁育、鹅
苗孵化及销售为一体的系统联合体，拥有种
鹅4万只，年供应优质朗德鹅鹅苗90万只，
目前已发展40余家专业种鹅养殖户。

鱼台农商银行选派挂职李阁镇金融副

镇长多次上门走访调研，通过与农商银行及
农担公司协调对接，为其申请了300万元政
策性贷款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满足了公司融
资需求。

全市农商银行围绕“普聚金融服务，惠
及千企万户”主题，开展“普惠金融推进月”行
动，积极发挥挂职干部作用，创新“按揭农业”
信贷服务模式，优化金融服务方式，为市场主
体和广大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择优选派
149名优秀管理人员到全市各乡镇（街道）脱
产挂职副镇长（副主任），围绕“按揭农业”模
式推广、金融服务对接、田园综合体建设、农
业产业化发展及龙头企业培育等，积极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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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深度
参与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根据县域特色农业
产业集群，推出“按揭农业（畜牧业）贷”服务
模式，为辖内按揭农业项目精准匹配“按揭农
业贷”，提供现代化全流程农业技术服务过程
中的资金需求，农户仅需缴纳少量首付，即可
获得“拎包入住式”承包经营，推动“三农”高
质量发展。优化服务方式，组建移动金融服

务队，深入田间地头、辖内企业等，上门提供
信贷、资金结算等服务，营业网点延长营业时
间、增加人员配备，全力做好“一揽子”金融服
务，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提升服务效能
提高普惠金融精度

庞大哥是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人，
种植地瓜20余年。为最大程度地挖掘地瓜
产业产值，庞大哥想探索引入新的品种，但
是大规模引入势必导致常规生产受影响，进
而影响当年收入。

泗水农商银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其
发放“鲁担惠农贷”20万元，享受利率优惠，
在解决其资金难题的同时，有效降低了融资
成本。拿到“定心丸”的庞大哥，随即租土
地、买机器、招工人、盖大棚，引新品种。目
前，庞大哥地瓜种植收入达到以前的3倍，
一亩地瓜的纯收入超过了3000元。

全市农商银行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
军作用，通过创新产品、优化服务、减费让利
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
做好普惠金融产品创新，用好70余款信贷
产品，做好产品研发创新，推出“鲁担惠农
贷”“创业担保贷”“财信担保贷”等政策
性贷款，推进“减费让利”惠企惠民政
策；针对农业设施投资大、成本高问
题，推出“按揭农业（畜牧业）贷”；
针对沿黄地区肉牛养殖特点和需
求，推出“沿黄肉牛贷”；针对种
业企业融资难题，推出“植物新
品种质押贷”，助力现代农业产
业发展；针对养老、社保等领域，
创新“养老保障贷”“医保贷”信
贷产品，以金融活水贷动“老有所
依”。用足优惠政策，聚焦减费让
利，落实“三优一降一简”政策，实行
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额度、降低贷
款门槛等优惠政策，深入践行便捷获得
信贷；联合知名商家打造农商美食季、农商
加油季等特色银行卡活动品牌，开展社保卡
消费优惠活动，通过手机银行开展手机大转
盘、银联权益兑换活动，让广大客户享受到
政策红利。 通讯员 孟浩博

全市农商银行全市农商银行

践行金融为民提升普惠金融广度深度精度践行金融为民提升普惠金融广度深度精度

今年以来，济宁农商银行聚焦做好金
融“五篇大文章”，紧紧围绕省联社党委
各项工作部署，积极对接地方特色及重
点领域小微企业，策划种类繁多的政银
企对接活动，广泛宣传介绍普惠金融政
策、服务和产品，持续提升普惠金融服

务质效。截至6月末，全行累计组
织开展各类相关活动 96 场

次，惠及小微企业客户
近万家。

立足三农
全力推进普惠金融跨越式发展

金融助力城乡协调发展，聚焦新质生
产力要素，从生产资料、生产方式、资源配
置等着手，助力提升“三农”领域普惠金融
覆盖面。开展“整村授信”三级联动。建
立了总行、支行及信贷人员三级对接机
制，总行负责对接任城区社会信用中心及
区各相关部门，争取相关优惠政策，推进
各类项目合作；各支行负责对接辖区街道
社会信用中心，积极推进开展联合宣传、
银企座谈会、信用表彰会议等活动；信贷
工作人员及时与村庄、社区对接，开展“整
村授信”宣传活动，以各类政策性贷款为
抓手，真正将有关普惠金融政策落地。截
至6月末，累计通过“整村授信”发放利率
优惠贷款4283户，共计4.68亿元。金融
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济宁农商银行从实
际出发，不断强化资源配置，推动金融服
务向乡村延伸。近年来，以“泗凫渡”为代
表的“红色”乡村面貌发生巨变，农民生活
也更加富裕。

攥指成拳
大力推动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小微企业是创新的发源地。今年以来，该
行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着力优化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
系，促进金融服务与科技、产业良性循环。聚
焦小微企业便捷“办贷”。该行联合济宁市任
城区人社局，在辖区全面创建“创贷之家”服
务驿站项目，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全流程专
项服务平台。打造高效、规范和便民的创业
金融支持“标杆”站，更好地发挥创业担保贷
款在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的重要作
用，实现创业担保贷款“就近办”“提速办”“简
便办”，切实打通创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济宁农商银行已建成21个“创贷
之家”服务驿站，下步将对辖区内工业园区、创
业孵化园、街道办事处等重点场所全覆盖。

与“新”同行
持续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济宁农商银行致力于持续提

升重点领域金融服务
可得性，积极探索成本
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普惠
金融发展模式。持续强化对辖
内高新技术企业资金扶持力度。加强与园
区内企业商会、行业协会的沟通与合作，积
极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截至6
月末，济宁农商银行已走访园区企业 208
家，对接企业融资需求3.5亿元，成功投放贷
款1.7亿元。开展“特色行业客群营销”活
动。持续聚焦辖内特色行业需求，不断迭代
升级普惠金融产品服务，结合“税e贷”

“流水贷”“创业优享贷”，制定了综
合性营销措施，通过优化担保方
式组合贷款、利率适当调整、小额
业务线上化、大额贷款规范化等
方式，按照“人有我优、人无我
有”的原则，满足客户最急迫的
需求，真正把产品做到精准有
力、把服务做优做强。截至6
月末，该行累计为辖内特色
行业发放贷款340户、金额
1.2亿元。

通讯员 孔嘉鹏 吴金迪

济宁农商银行

普惠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

微山农商银行始终秉持“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将“贴心、用心、热心、耐
心”融入每一项服务之中，致力于打造“有
温度的百姓银行”。该行通过一系列创新
举措，将普惠金融的温暖送至千家万户，赢
得了广大客户的赞誉。

面对客户社保卡遗失的焦急，微山农
商银行迅速响应，以高效的服务为客户排
忧解难。王大姐在网点补办社保卡的过程
中，深切感受到了该行服务的便捷与高效，
不禁对工作人员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这背
后，是微山农商银行强化党建引领，深化党
建融合，全力推进社保卡发行和激活工作
的结果。该行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
组建社保移动服务队，为客户提供“一站
式、全流程”的贴心服务，特别是针对老年
客户，更是提供了上门开卡等定制化服务，
真正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了实处。

在商户服务领域，微山农商银行同样展
现了其高效与贴心的服务品质。王大哥的
商铺因现场收款问题急需解决，该行工作人
员迅速上门，为其办理了“小蜜蜂”收款码并

开通了手机银行，有效解决了收款难题。今
年以来，该行通过“花式”营销策略，对辖内
主要街道、商超、市场等进行了全面覆盖，商
户沉淀资金余额显著增长，达到了7.8亿元。

微山农商银行还积极关注小微商户的
金融需求，特别是针对零残币兑换难题，该
行主动出击，为商户提供上门兑换服务。
李大姐便利店中的零残币得以顺利兑换，
她对该行工作人员的贴心服务赞不绝口。
这仅是微山农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的一个
缩影，该行还通过微信、电话等多种方式主
动联系商户，了解他们的金融需求，并及时
提供解决方案。

厅堂有界，但服务无边。微山农商银
行持续开展服务“升温工程”，不断创新服
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为群众提供贴心、
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该行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体
验，不断提升农商银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让普惠金融的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

通讯员 卜娣娣

微山农商银行

普惠金融服务“合身”又贴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邹城农商银
行积极发挥自身地方金融主力军作用，不断加大实体经济
贷款投放力度，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充足金融“活水”。
截至目前，该行实体贷款余额146亿元，支持信贷客户近4
万户。

传禾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是邹城市香城镇一家经营速冻
食品制造的预制食品加工企业，公司成立7年来，产品精益
求精，规模不断扩大，年销售额3500万元。随着生意越做

越大，公司新建了两条生产线，这时流动
资金出现了300万元的缺口。在驻

村办公过程中了解到该情况后，
香城支行客户经理第一时间
到该公司对接走访，详细考
察了生产经营情况后，并
制定了专属金融服务方
案。仅仅几天的时间，
300万元资金就发放到
了该公司账户，解决了
客户的燃眉之急。

错时服务促营销。
针对部分商户白天工作
繁忙的特点，该行组建了

38支“红马甲”营销服务队，
开展错时服务，利用凌晨和晚

上时间，到早市和商铺开展金融
产品宣传和贷款申请资料签订，最大

限度减少客户到行次数，不断提升客户办
贷体验。凌晨5点，杜庄农贸市场的商贩王老板笑着说道：“每
天忙着进菜，家都顾不上回，还得麻烦你们这么一大早就过来，
真是谢谢了！”签字，拍照，合影，客户经理收拾好资料后又奔赴
下一个商户。

提升办贷效率。利用农商银行决策链短的优势，统筹协调
总行审查审批部门与各支行，加强审查人员与客户经理的沟通
联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贷款流程，主打“快银行”的企
业品牌；简化办贷流程，推广使用“爱山东”App，能够通过线上
查询的信息不再要求客户提供线下资料，不断提升客户办贷体
验。看庄镇的李老板经营建筑材料租赁生意，紧缺200万元流
动资金，了解到该情况后，客户经理第一时间上门对接考察，并
现场签订了贷款申请。第二天下午，200万元贷款就发放到了
李老板手中。 通讯员 孟令勇

邹城农商银行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为经济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走进金乡县小张庄白梨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60座白
梨瓜种植大棚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大棚内暖意融融，藤蔓
上挂满了大小不一的白梨瓜，淡淡瓜香沁人心脾。“我们的白
梨瓜外形似梨，色泽光亮，黄白相间，内质脆嫩，香甜纯正，线
上线下十分畅销，头茬每斤能卖到15元。5月份是白梨瓜集
中上市期，价格降到了3.5元每斤，一亩地净利润达2万元，

收入很可观。”合作社负责人李亚南看着藤蔓上的白梨
瓜兴奋地说。

“感谢农商银行的上门服务和资金支持，切
实解决了我们的资金难题，没有农商银行的
资金支持，就没有现在的白梨瓜生态基
地。”李亚南由衷地说。当初金乡县小张庄
白梨瓜专业合作社根据发展规划，承租
260亩地，计划建立标准大棚56座，总投
资预计达180万元，除自有资金100万
元，资金缺口80万元。在获悉小张庄合
作社计划扩大生产和资金出现缺口这一
信息后，金乡农商银行客户经理第一时间
上门对接，并根据其资信状况、经营特点和

发展需求，向其推介了“鲁担惠农贷”产品，
最终向小张庄合作社授信98万元，帮助小张

庄合作社完成了白梨瓜生态基地的建设。
产业兴，农民富。小张庄合作社白梨瓜生态基

地建成后，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发展模式，统一育
苗、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将白梨瓜发展
成为主导产业，带动全村乃至全镇村民进一步扩大种植面
积，发展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合作社
社员张成起笑着说：“自从加入了合作社种瓜不仅省心，还
不愁销路，成熟了统一收，统一卖，卖完再分红，一亩地净
利润可达2万元，是过去收入的好几倍。”除了像张成起一
样的合作社社员外，合作社还带动了在基地打工的村民致
富。正在打包的李大姐说：“在这里上班按天结算工资，

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还能照顾家人，挺方便的。”
今年以来，该行投放涉农贷款约31.12亿元，惠及
农产品种植、购销、存储、加工企业，以及个体商
户和农户7231户。

通讯员 刘媛媛 周烁

金乡农商银行

做实“普惠金融”文章
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近年来，泗水农商银行立足县域经济实际，以绿色金融为抓手，不断完善配套机
制建设，在信贷和产品服务方面向绿色产业倾斜，走出了一条农商银行全面转型发
展与服务“三农”同频共振、互促共进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截至6月末，实体贷
款余额57.68亿元，较年初增加4.76亿元，绿色贷款新增2.47亿元，累放5.13
亿元，绿色新增贷款占比达到51.89%。 ■通讯员 任彦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