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2 年 4 月 28 日

金 融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工作简报

2022 年 第 3 期

河北省金融市场协会

编者按：

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河北农信保持高度政治站位，

始终以服务“三农”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以做优做

强乡村振兴主办银行为目标，充分发挥点多面广、人缘相

亲、地缘相近、决策链条短、政银关系密切等优势，为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贡献着重要的金融力量。衡水农

商银行、曹妃甸农商银行、盐山信用联社等机构积极响应

省联社号召，通过加强党建引领，加大涉农信贷投放、支

持春耕备耕、优化金融服务等措施，持续为“三农”和实

体经济发展输送金融“活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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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农商银行:下沉服务重心，做实普惠金融

——河北省联社乡村振兴金融部

衡水农商银行把有温度、有情怀作为践行普惠金融、深

耕“三农”的铺路石，通过党建引领、科技支撑、优化服务

等多项举措，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到农村（社区），开展普惠金

融民生服务，着力提升农村（社区）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和能

力。

以党建为引领，开展“党建+金融夜校”活动。一是加强

银政联动。为增强普惠金融宣传力度和广度，发挥银政联动

作用，由支行党支部与乡政府、街道办主动对接，建立合作

机制，取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参与，共同搭建“金融夜校大

舞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防电信诈骗、非法集资、

征信等金融知识宣传和惠农政策讲解，让“金融夜校”真正

成为农商行与老百姓的“连心桥”。例如：在彭杜乡吴杜村开

展金融夜校过程中，为了让节目更贴近百姓，农商行工作人

员把吴杜村的村风村貌、搬迁过程、乡村规划等照片做成 PPT，

在节目中展现，通过线上线下交互方式，让老百姓感受到美

好乡村的变化，提升幸福感。二是深化银媒合作。为达到更

好宣传效果，各宣传阵地党支部加强与衡水日报、衡水电视

台深度合作，通过网络平台对“金融夜校大舞台”进行线上

直播，扩大普惠金融知识宣传覆盖面；衡水电视台“直播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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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栏目通过现场采访农商行党员代表、村委会干部、村民

等让观众深入了解举办金融夜校的意义和成效，进一步增强

公信力和影响力。例如：永安支行党支部与孔颖达社区党支

部联合举办“云”金融夜校，线上观众达 1.2 万人次。三是

丰富宣传内容。为了让广大居民对金融知识感兴趣、能听懂、

会应用，各党支部将防范电信诈骗、反假币、征信等小知识

以动漫、视频短片等形式呈现，增强趣味性；开展内训师培

训，对讲解内容进行反复排练、完善，力争达到通俗易懂、

声情并茂、简短有趣；通过有奖问答、识别假币、电子银行

产品体验、互动游戏等环节，让广大群众既学到了金融知识，

又增强了群众参与度。

以科技为支撑，提升民生服务便利度。为全面满足广大

农村（社区）群众金融服务需求，提升金融服务民生的便利

度，衡水农商银行不断提升业务办理的科技应用，密织服务

网络。一是在社区及乡镇网点布放多台智能设备，其中智能

现金柜台 3 台、智慧柜员机 1 台、智能叫号机 38 台、发卡机

9 台、社会保障卡制卡机 4 台，有效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和客户

满意度。二是积极对接地方政府、社保局、住建局等部门，

加快三方服务平台建设，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的多层次需

求。2021 年以来，成功完成了第三代社保卡系统切换、住建

局预售房资金监管系统改造、商超收银一体化、代收代缴燃

气费、取暖费、物业费等系统上线等工程。并利用第三方支

付平台等在农村超市、农资店、卫生室等布设转账电话、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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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电子机具，提供查询、转账、小额取现等基础金融服务，

并借助移动通讯和互联网，推广手机银行。三是利用河北农

信“移动展业”设备，开展农信“e 挎包”服务，开展便民普

惠金融行动，组织员工到乡村农户、村民家中提供上门服务。

2021年以来，累计开展上门服务2.3万余人次，现场开卡5000

余张，为农民提供便捷助农取款、现金汇款、转账汇款等基

础金融服务 1.8 万余人次，切实做到助农、惠农、便农，打

通了农村（社区）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以信贷支持为保障，提高普惠金融质效。一是结合“双

基”共建整体授信工作，因地制宜，大力推广家庭贷、农贷

宝、复业贷等普惠型金融产品，对符合条件的现场办理贷款，

发放预授信卡，节省客户时间。二是对辖内涉农市场主体、

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不断优化业务办理流程，主动利用

自身产品优势解决其融资难、担保难问题，赢得了广大群众

广泛赞誉。截至 2021 年末，全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79.71 亿

元，较年初增长 5.58 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达 64.06%；其中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9.4 亿元，较年初增长 1.38 亿元；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户数达 418 户，较年初增加 94 户；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 17.19%,高出各项贷款增速 12.4 个百分

点。三是加强与村（社区）“两委”合作，开展信用户、信用

村创建活动。通过与村（社区）“两委”干部共同走村入户、

采集信息、建档评级、集中授信等流程，评定信用户、信用

村。截至 2021 年末，全行共评定信用村 88 个，信用户 1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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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发放信用户贷款 2660 万元。四是严格落实脱贫人口小额

信贷分片包干责任制，对全辖 114 户脱贫户进行逐一走访，了

解信贷需求，做到应贷尽贷。截至 2021 年末，累计发放脱贫

人口小额贷款 17 户，金额 69.9 万元，申贷获得率 100%。

普惠金融惠及广大中小微企业、个人、农户和城乡弱势

群体，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下一步，衡水农商银行

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为实现乡村振

兴注入源源不竭的金融助力，切实担负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主办银行”的职责与使命。

（作者 李春秋 崔峰）

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两不误支持春耕备耕

—— 曹妃甸农商银行

为全力做好支持春耕备耕工作，确保春耕生产资金及时

发放，曹妃甸农商银行在落实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加大春耕

备耕信贷支持力度，提高服务水平，积极拓展信贷品种，疫

情期间全力保障春耕农资供应及信贷资金需求。

一、银农对接“早”部署，摸清春耕资金需求。该行利

用双节契机组织员工深入乡村，摸排了解农户资金需求，建

立完整的农户春耕资金需求台帐，借助实地调查、电话、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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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沟通等形式，充分了解春耕备耕生产情况，加强沟通，及

时解决客户信贷需求，做到早动员、早计划、早安排、早部

署，优先安排春耕备耕信贷资金需求。截止 2022 年 2 月末，

春耕备耕贷款余额 1941 万元，较年初增加 295 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加 973 万元.

二、调查审批“快”启动，确保放款不误农时。该行积

极优化审批流程、实行限时审批制。突出“快批、快贷”的

竞争优势，进一步简化贷款调查、审查、审批手续，增强时

效性。修订了曹妃甸农商银行信贷业务审批管理办法，将 20

万元（含）以下小额贷款审批权限下放至办贷网点，同时增

加办贷网点信用贷款审批权限，缩短审批链条，做到随到随

审、即到即办、限时办结。借款人高某，今年承包稻地 317.6

亩左右，急需 20 万元用于购买化肥农药等物资，该行了解到

情况后，信贷人员迅速开展调查，3 天内为其发放 20 万元保

证担保贷款，确保农业生产资金不误农时、不误农事。

三、主动让利“多”优惠，减轻农户生产负担。一是对

贷款利率定价管理办法重新修订，结合贷款方式，按贷款种

类平均下调执行利率 100 个 BP，对优质客户最高下调 235 个

BP。二是利用支农支小再贷款专项额度，根据客户申请，对

符合条件的客户实行利率优惠，切实减轻客户信贷成本。2022

年 1-2 月，通过利率优惠，为 25 户农户节约利息支出约 10

万元。

四、自助渠道“深”挖掘，提升春耕服务便利。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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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服务便利，优化助农渠道建设，一是加强基础金融服务。

该行下辖 22 个营业网点，安装布放 ATM 和存取款一体机 63

台、POS 机 145 台，设立金融支农服务站 67 个，进一步拓宽

现代金融服务渠道。二是拓宽服务方式。在抓好传统金融服

务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拓展各类代收代付业务，开办“电话

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措施，提升服务品质，

方便农民足不出户办理小额存取款、消费、资金汇划等金融

业务。

五、定制专属产品，精准匹配春耕生产需要。为满足曹

妃甸区农户及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该行推出了“助农信用贷”、

“种养快贷”、“信易贷”等绿色信贷新产品，为符合条件的

农户发放生产经营所需的生产资金信用贷款，提供纯信用、

低成本信贷资金支持。2022 年前 2 月，累计发放信用贷款 335

万元。

六、加强多方协作，凝聚春耕保障强大合力。该行与唐

山市曹妃甸区农业农村局签订了《金融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主动加强与党政及涉农部门的沟通协

调，深入开展“双基”共建农村信用工程，以“双基”共建

信用示范村创建为抓手，开发推广“整村授信”模式，2022

年 1-2 月份，为“双基”共建信用户提供信贷资金 325 万元，

助力春耕备耕工作的开展。

（作者 赵隽 张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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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助力乡村振兴

——盐山农信联社

盐山联社坚守市场定位，紧紧围绕辖内农民、农业、农

村发展主题，多举措助力乡村振兴。截至 3 月末，各项贷款

余额 57.24 亿元，较年初增加 1.98 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达 35.63 亿元，普惠农户贷款 12.43 亿元。

金融活水让特色产业不断壮大。该联社紧紧围绕“精准

扶贫、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等产业链条，将信贷资源和资

金充分向“三农”倾斜，全面加强与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

以及新型经营主体的业务合作，保持金融活水源源不断供给，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同时为顺应信贷业务

发展，针对民营企业“短、小、频、急”的信贷需求，定期

梳理各项信贷管理制度，不断优化业务流程，缩短决策链接，

极大提高贷款的审批效率，有效支持农业、养殖业的发展。

截至 3 月末，小微企业贷款 22.96 亿元，普惠小微企业 12.1

亿元。

整村授信让乡村百姓持续向好。一是畅通银政互联，认

真落实与县农业农村局签订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合作

协议》，深入开展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二是扎实开展整

村授信，通过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等举措，零距离、面

对面地开展上门服务，逐村逐户采集信息为其授信，全面增

强老百姓的金融服务获得感。截至 3 月末，“双基”共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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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余额 11.78 亿元。

优质服务让农村支付快捷高效。一是加大自助设备、金

融服务综合体等布放、配置力度，真正打通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截至 3 月末，共布放 ATM 机 45 台、助农服务点 99

个、POS 机 103 台、移动展业 25 台，在偏远行政村搭建“乡

村振兴金融服务综合体”6 家，较好地满足了广大农户的金融

服务需求。二是优化线上结算渠道，扩大手机银行增值服务

功能，满足客户的日常结算、移动支付需求和各类应用场景，

让客户足不出村即可惠享支付结算业务。

（作者 魏海兴 李文庆）

主 送：河北省金融市场协会各会员单位。

抄 报：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河北省乡村振兴局，河北省民政厅，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街道党工委。

河北省金融市场协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