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稻谷香，瓜果满树丰收忙。
在武乡县的田地间、大棚里，忙碌了一年
的农民绽放笑颜，尽享丰收果实。

为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作用，保障粮食
收购资金供应，助力农民丰收农业增产，
武乡农商行积极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提
前部署、主动对接，优先配置资源，延伸服
务链条，施足金融底肥，以优质高效的金
融服务为秋收保驾护航。截至 9 月末，该
行实体贷款余额 36.98 亿元，较年初增长
3.42 亿元，其中，涉农贷款 30.43 亿元，较
年初增长 4.17亿元。

积极筹备对接 满足资金需求

谷粒满，金浪翻。在武乡县丰州镇十
里坡村的农田里，村民们忙着收割谷子，
成片的谷穗犹如金色的海洋，映亮了村民
喜悦的脸庞。得益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气候条件，这里出产的小米颗粒饱满、色
泽金黄、口感醇厚，深受消费者青睐。

“咱现在的生活就像这金灿灿的小
米，越来越有滋味喽！”村民韩登科和前来
走访调研的武乡农商行工作人员分享着
丰收的喜悦。在武乡农商行的金融扶持
下，韩登科的谷子今年喜获丰收，他开办
的小米加工场也一派繁忙景象。

为确保秋收资金供给到位，武乡农商

行提早布局、抢抓农时，组织客户经理深
入田间地头，对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收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进行走访调查，从粮食生产、市场供
求、价格走向等方面实地了解秋粮收购形
势及经营主体融资需求，针对秋粮收购资
金短、频、急等特点，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应
对，全力满足客户融资需求，确保秋粮收
购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该行还将支持秋
收秋种与“整村授信”工作相结合，加大惠
农政策宣传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村民实现
应授尽授，缩短办贷流程，简化审批环节，
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同时，加大客户回访
频次，推广备用金体验活动，为乡村振兴
注入金融活力。目前，全行已累计完成整
村授信村庄 269 个，覆盖面 100%，累计批
量授信2.88万户、授信金额9.47亿元。

畅通服务渠道 加强支农实效

“多亏了武乡农商行的资金支持，以
后的日子就像这枝头上的西红柿，红红火
火有盼头！”看着今年长势喜人的西红柿，
种植户任海军乐心里开了花。

任海军种植西红柿已有 7 年，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随着西红柿销量不断提高，
他萌生了扩建温室大棚的想法，可手头流
动资金不足让任海军犯了愁。武乡农商
行石北支行的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了
解到这一情况，随即上门对接，通过实地
考察，工作人员向其推荐了“晋享 e 贷”信

贷产品，并详细介绍了产品的申贷方式、
办贷流程等，在提交了相关资料后，当天
就为任海军成功发放5万元贷款。

支持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武乡
农商行深耕“三农”沃土，创新探索金融服
务新模式，积极对接县农业农村局，获取
辖内农产品加工企业清单，加大信贷支持
力度，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以产业
融合推动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今
年以来，该行累计发放支持农产品加工类
贷款 2000 万元。同时，大力发展绿色金
融，持续扩大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
农业、生态保护、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领
域的信贷支持，助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
设。目前，累计发放绿色产业贷款 6655
万元。该行还成立农商快办服务队，积极
对接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一对一”
制定贷款方案，简化办贷流程，提高办贷
效率，满足企业资金需求。今年已发放支
持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新兴产业类
贷款2785万元。

优化金融服务 带动村强民富

黄澄澄的梨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
棵棵梨树在村民们的科学管护下枝繁叶
茂，素有“梨乡”之称的武乡县上司乡的大
黄梨喜获丰收。

在武乡农商行 30 万元信贷资金的支
持下，上司乡小店村村民郭卫龙承包了
50 余亩土地，今年他种植的大黄梨、木

梨、酥梨长势喜人。捧着沉甸甸、硕大饱
满的大黄梨，郭卫龙脸上满是幸福的笑
容。“有了农商行的手机银行和‘晋享 e
付’收款码，我给周边超市和商场供货就
方便多了，支付结算高效又快捷。”郭卫龙
说道。

武乡农商行依托网点分布广的优势，
大力推广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晋享 e
付”的普及力度，积极搭建农村支付结算
体系，为广大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
务，将普惠金融送到农村最前沿。目前，
该行已建成农村综合金融服务站 182 处，
安装助农取款 POS 终端 242 台，村民不出
村就可实现个人账户信息查询、小额取款
等便捷服务。

同时，该行以支行为单位，通过“驻点
办公”“金融服务队”等形式，宣讲惠民政
策，普及金融知识，解答村民疑问，以乡村
致富带头人的生动事例，积极推广创业致
富经验，为更多村民提供帮扶指导。截至
9月末，该行已累计帮扶农户235户，发放
贷款1460万元。

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武乡农商行以
实际行动诠释着“百姓银行”的责任与担
当。今后，该行将持续聚焦“产业兴”“乡
村美”“百姓富”，积极探索服务农业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方法、新路径，为涉农
产业、特色产业提供金融支持，为“三农”
主体提供有温度、有速度、全方位、多层次
的金融服务，用心用情打通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

金 融 助 农 唱 响 丰 收 曲
——武乡农商行创新服务模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以
金
融
之
力
助
农
民
增
产
增
收

羽
中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金融
力量不可或缺。近年来，金融机构不断
深化金融服务，下沉服务重心，以更加灵
活、高效的方式，为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农业生产中，资金是制约农民扩
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质量的关键因
素。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
务，为农民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有
效缓解了农民的资金压力。这些资金不
仅帮助农民解决了购买种子、化肥、农机
具等生产资料的燃眉之急，还促进了农
业技术的引进和农业设施的改善，为农
民的增产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金融支持至
关重要。金融机构通过为农业企业提供
贷款、担保等金融服务，促进了农业技术
的研发和推广，推动了农业装备的升级
和智能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
益。同时，金融机构还通过引导社会资
本投入农业，促进农业产业链拓展延伸，
为农民提供更多增收渠道。

此外，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市场波
动等因素影响较大，农民的收入稳定性
较差。金融机构通过提供农业保险、农
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为农民提供了有
效的风险保障。

汇聚金融力量，共创美好生活。未来，金融机构应
继续深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的覆
盖面和满意度。政府也应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为金
融机构服务“三农”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激励措施。
农民也要提高自身金融素养和风险管理能力，充分利
用金融工具和政策支持，实现增收致富，共享乡村振兴
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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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长治分行
加强员工关爱凝聚发展力量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中国建设银行长治分行坚持以人为
本，扎实落实员工关心关爱举措，着力为基层员工办实事，
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员工凝聚力，为推动全行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该行从落实基层员工收入保障措施入手，做实做细专
项帮扶，切实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水平；合理安排工作任
务，减少和防止无效加班、陪同加班，规范各类演出活动，保
证员工正常休息；常态化调研摸排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和
老干部人员情况，明确范围、摸清底数、覆盖全面，了解并解
决其实际需求和困难，给予组织上的温暖和关爱。同时，持
续优化基层员工职业发展规划，促进激励保障政策落地落
实，加速一线员工成长，充分激发基层员工干事创业激情。
今后，该行将持续主动做好员工关爱关怀工作，不断优化企
业福利政策，为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

（史惠芳）

□ 本报记者 马翀
通 讯 员 李静

日前，襄垣县融汇村镇银行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测量
血压，并以实际案例为鉴，对常见的养老诈骗、金融诈骗
形式及如何预防进行了细致的讲解，进一步提高大家的风
险防范意识，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杨萌 摄

中国银行长治市分行
推进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本报讯 自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建立以来，中国银行长
治市分行积极履行国有大行责任，第一时间成立房地产融
资协调机制服务专班，扎实做好保交房各项工作，为楼盘按
时交付打下坚实基础，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领域金融风险。

该行主动对接协调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按照工作要
求，全面梳理有融资需求的房地产项目，第一时间与有融
资需求的企业取得联系并主动上门对接，逐条梳理企业各
项准入要求，用好房地产项目融资支持“白名单”。为加快
项目审批，该行建立上下联动机制，统筹协调、逐级对接，
建立绿色通道，精准做好支持和服务。在项目对接期间，
优化前中台作业模式，加大审查前置工作力度；在项目发
起阶段，邀请省行审批部门主动参与客户营销方案的制定、
初步评估项目风险，提前开展预审、尽责审查等工作，多层
级联动服务、高效审批，提升授信全流程质效，在短期内为
企业成功放款。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推动城市房地产融资
协调机制落地见效，助力打好保交房攻坚战，为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申璐昊）

近日，在长子县鲍
店镇南常村红薯种植
基地，随着红薯收获机
驶 过 ，一 个 个 色 泽 鲜
亮、个头饱满的红薯破
土而出。今年以来，长
子农商行聚焦农业产
业金融需求，以“惠农
贷”为抓手，加大对“三
农 ”产 业 链 的 信 贷 支
持力度，并不断创新服
务模式，送“贷”上门，
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
务助力绘就乡村振兴
新画卷。截至目前，该
行共发放“惠农贷”147
笔，金额2976.57万元。

王珊 摄

长治市屯留区三禾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屯留三禾村镇银行）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是山西省
第 55 家、长治市第 3 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备案，
由长治潞州农商行发起并成立的一家服务屯留本土的
金融机构。截至目前，全行资产总额 21.8 亿元，各项
存款 18.58 亿元，各项贷款 12.03 亿元，内设 5 个职能
部门，下设5个营业网点，现有职工120余人。

成立以来，该行坚持“服务‘三农’、助力
小微”的市场定位，秉持“支农扶小、小银行干
实事”的发展思路，紧紧围绕服务屯留当地居
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积极支持屯留
地方经济发展，先后获得国家级“全国无偿献
血促进奖”；“2018-2019 年省级文明单位”、

“双强六好”省级示范党组织、“全省五四红旗
团支部”、“山西省巾帼文明岗”；市级“2021年
度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优秀单位”“优
秀青年文明号单位”“优秀青年之家”；区级“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模范单位”“先进党组织”等
70余项荣誉，在推进当地经济建设方面作出了
积极贡献。

公 告
我单位现有一处门面房拟公开对外出租，出租期限

为一年，房屋坐落地址为：长治市潞州区长兴中路455号
一楼临街商铺，房屋面积20平方米。

有意承租者请于见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与我单
位工作人员联系。联系电话：0355—62480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
2024年10月17日

一棵棵苹果树，一片片苹果园，铺就一条致富路。
在屯留区上村镇苹果种植基地，矮化密植园、传统果
园等区域的苹果陆续成熟，空气中弥漫着令人陶醉的
果香，一片丰收景象。

苹果产业已成为当地村民致富增收的“金苹果”。
然而，资金短缺常常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屯留
农商行深入基层，了解农户融资需求，积极创新金融
服务模式，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苹果种植户们铺就
了一条甜蜜的致富之路。截至目前，该行涉农贷款余
额53.15亿元。

“张大姐，这是我们根据您的苹果种植计划做的专
属贷款方案。”该行工作人员详细为种植户张大姐介

绍金融支持政策。凭借屯留农商行的专项贷款，张大
姐扩大了种植规模，引进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和设备，
苹果园焕发出新的生机。看到果树上挂满红彤彤的
苹果，张大姐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近年来，屯留农商行以金融为“翼”，不断优化、细
化金融服务，依托“晋享 e 贷”线上平台，简化贷款流
程、提升审批效率，推出“富农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以
灵活的还款方式，精准助力辖内特色产业发展。未来，
该行将继续深耕“三农”沃土，不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助力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郝晓波·

屯留农商行加大信贷力度精准支持特色产业发展

苹果满枝头 映红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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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JI MAN BI

金融资讯
JIN RONG ZI XUN

金融故事
JIN RONG GU S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