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奏响金秋金融服务曲

太康农商银行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通讯员 孙
靖亚） 秋收以来，太康农商银行进一步
加大资金组织和贷款投放力度，大力支
持农户购买农机、种子、农药、化肥等农
业机械和生产资料，较好地满足了辖内
“三秋”生产的资金需求。 截至 9 月末，
该行涉农贷款余额达 70.79 亿元，较年
初增加 10.56 亿元，增幅 17.53%。

提前走访宣传，找准支农重点。 该
行将支持“三秋”生产作为抓好贷款新
增投放、增收挖潜、巩固农村金融主力
军位置的重要举措来抓， 充分发挥自
身点多面广及员工人缘、地缘优势，充
分掌握辖内 “三秋” 生产资金需求情
况。 同时，组织宣传服务队深入乡镇、
村组、社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宣传农
商银行的信贷产品、办贷流程、优惠政
策等，使农商银行支农、惠农的形象深
入人心。

抓好信贷投放，提升支农效果。 该
行增设“三秋”生产贷款绿色通道，简化
贷款手续，提高办贷效率，确保不误农
时。充分发挥“金燕快贷通”小额贷款的
优势，切实做好等级授信工作，对辖内
优质农户优先支持，带动周边群众的诚
信意识不断增强，为“三秋”生产期间的
信贷资金投放奠定良好基础。

强化科技支撑，践行普惠金融。 该
行不断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广泛布置自
助设备，方便“三秋”期间广大农户支付
结算。 在涉农资金发放高峰期，各基层
网点增设涉农补贴发放专柜，延长营业
时间，切实为农户提供便利。同时，提高
电子机具使用率 ， 不断加大离行式
ATM 机、POS 机、金燕 e 商、金燕 e 付
的宣传推广力度，充分发挥其协理业务
及转型带动作用，有效扩大普惠金融覆
盖面。 ②8

商水农商银行金融活水助“三秋”
本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李文

涛 娄东坡） 在 “三秋” 生产的关键时
期， 商水农商银行从服务粮食生产核
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局出发 ，充
分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 在贷款发放
和服务上出实招、 求实效， 切实服务
“三秋”生产。

进村入户走访，掌握资金需求。 该
行依托正在开展的“整村授信”活动，主

动深入农户家中、专业合作社、农资和
农机具经销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地，了解用户资金需求，掌握资金投向。

突出支农重点，提高办贷效率。 该
行突出支农重点，调整信贷投向，把信
贷资金向 “三秋 ”生产倾斜 ，时刻保证
“三秋”生产资金充足。 大力推广 “金燕
e 贷”，进行线上作业，坚持“一次授信、
随用随贷 、余额控制 、周转使用 ”的原

则，灵活运用贷款期限，实行限时办结
制度，提高审查审批各环节效率，确保
支持”三秋”生产资金快速、足额发放到
农户手中。 截至 10 月 24 日，该行共发
放各类支持“三秋”生产贷款 478 笔，金
额 7685 万元。

提升服务水平，完善服务手段。 该
行在全辖 24 家支行开设“三秋”服务窗
口，把支取“三秋”生产信贷资金、良种

补贴、农业保险等各种涉农兑付集中到
一个窗口，实行一站式服务。 加大农资、
农机具经销点农信扫码付、 云闪付、普
惠通等线上支付方式的营销宣传力度，
提高支付结算效率。 加大偏远村组农民
金融自助服务点建设力度，目前，该行
已在全县建设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 98
个，有效满足了全辖“三秋”生产金融服
务需求。 ②8

沈丘农商银行 2595万元助秋收秋播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通讯员 张

帆 任佚） 为确保秋收、 秋种资金及时、
足额到位， 沈丘农商银行下沉服务重
心，提前启动“三秋”金融服务方案，奏
响助力“三秋”生产曲。 截至目前，该行
累计发放“三秋”支农贷款 2595 万元 ，
较去年增长 22%，为农户“三秋”生产提
供了充足资金。

奏响“调查走访曲”，提前备足 “三
秋”生产资金。 该行以“整村授信”为契

机， 组织全辖 90 余名客户经理深入田
间地头、农资销售部门、农产品收购大
户开展拉网式调查， 积极宣传农商银
行服务优势和金融产品， 准确掌握农
户供求信息和资金需求。 坚持做到“三
个优先”，即对农户购买生产物资和农
机具贷款优先发放 ,对农资企业 、农机
企业购买农资、 大型农机具等贷款优
先安排， 对农业产业化企业贷款优先
投放。

奏响 “扶农助企曲”， 畅通资金支
农渠道。 该行将地方龙头涉农企业、农
民专业生产合作社、 种植养殖大户等
农村新兴生产经营主体作为重点支持

对象，突出解决其季节性、临时性资金
缺口 ，以点带面促进 “三秋 ”生产顺利
推进；加大对农户农机采购、农资购买
等资金需求的支持力度 ，为 “三秋 ”生
产所需各类生产资料的充足供应提供

有力保障。 根据“三秋”时节农户生产

作息规律 , 全辖网点适当延长营业时
间 ,开辟资金发放绿色通道 ,满足农户
“短、频、急”的信贷资金需求。

奏响 “惠农爱心曲”， 做好金融惠
民服务。 该行围绕“三秋”工作重心，积
极开展农户小额贷款宣传、 征信宣传
等活动；加大农村自助设备布放力度，
有效打通了普惠金融 “最后一公里”，
为金融服务“三秋”生产工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②8

做好“加减法”支持秋收秋播
扶沟农商银行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通讯员 王
团伟 焦洋） 金秋十月到，农民收割忙。
为了有效满足广大农户秋收秋种资金

需求， 扶沟农商银行努力践行普惠金
融，做好金融服务“加减法”，帮助农户
顺利开展“三秋”生产。

做好“加法”，加大金融服务力度。
该行坚持“向农、向小、向实”的信贷投
向，深入开展“整村授信”活动，做好农
村地区增户扩面预评级、预授信工作。
大力推广线上申请模式， 依托省联社
新一代 IT 系统平台优势，采取线上受
理，线下跟进的服务模式。 同时，进一
步推广手机银行、网上银行、 金燕 e 付
等电子化支付业务， 为农民提供 7×24
小时的金融服务， 并持续推进农民金
融自助服务网点建设； 在网点大厅设
立涉农补贴专柜，提高办事效率，保证
将国家的相关补贴及时发放到农户手

中。
做好“减法”，增强客户金融体验。

针对秋收秋种农时短、资金需求急等特
点，该行一方面优化贷款流程，简化审
批环节，提高贷款申请、受理、调查、审
查、发放效率；另一方面结合市场实际
需求情况为农户量体裁衣，定制特色的
信贷产品，推出“家庭亲情贷” “一般经
营贷” “辣椒贷”等产品，以较低的利率
帮助农户获得信贷资金支持，保证农业
生产顺利进行。 此外，该行还主动对接
辖内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龙头企业，
提供上门式金融服务，切实减少客户跑
银行的次数。

截至 9 月末，扶沟农商银行涉农贷
款余额达 39.98 亿元 ， 共支持农户
13400 余户 ， 切实保障了秋收秋播工
作。 ②8

多措确保“三秋”生产不差钱
西华联社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通讯员 牛
育红） 夕雨红榴拆，新秋绿芋肥。 在中
原大地秋收麦播之际，西华联社积极发
挥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和农村金融主

力军作用， 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服务，支
持辖内种粮农民“三秋”生产。 截至目
前，该联社共投放“三秋”生产贷款累计
964 笔，金额 3859 万元。

资金筹备突出 “早”。今年 “三秋”生
产来临之际，围绕“贷款投放早安排、投
放计划早部署、投放资金早发放”的工作
思路，该联社深入农机部门、种植专业大
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调查，测算“三
秋”生产资金需求，同时组织基层网点进
农村、进农户开展信贷引导。在秋收麦播
信贷资金发放前， 该联社召开专题会议
部署信贷工作，着力确保“三秋”生产信
贷资金充足。

惠民服务突出 “精”。 该联社发扬
“背包精神”，深入“三秋”生产第一线，
发挥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的服务作用，
全力做好广大农民的资金支付结算。该
联社坚持差异化定位、 特色化经营，积
极利用前期整村信用授信的成果，延伸
支农服务范围，实现链上带动，提供从
种到收的全流程金融支持。

品牌创新突出 “优”。 该联社依托
“金燕 e 贷”，创新推出“金燕融易贷”特
色产品，做到了“一次授信、使用三年、
随用随取、 循环使用”，10 万元以下贷
款全部免担保、免抵押，有效解决了农
户无抵押、难担保的问题。 进一步简化
办贷流程，提供线上申贷、线上预约、上
门办贷等服务， 同时开展流动服务，把
柜台搬进村、把资金送上门，有效满足
辖内农户的金融需求。 ②8

项城农商银行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助力“三秋”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通讯员 张志

华） 为了有效满足广大农户秋收秋种资
金需求，入秋以来，项城农商银行抢抓农
时，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提升服务质
量， 拓宽农村地区支付结算渠道， 助力
“三秋”生产顺利进行。截至 10月中旬，该
行涉农贷款余额达 52.4 亿元， 较年初增
幅 25.64%，共支持农户 12143户。

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该行大力
推进 “整村授信 ”，开展阳光送贷 ，做好
涉农客户的预评级 、预授信工作 ；推广
“金燕云惠”运作模式，缩短贷款办理流
程 ，改进评级授信操作流程 ，简化审批
环节，对涉农贷款按照标准化流水线作
业方式进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不断优化服务质量。 该行实行网格
化精准营销， 实地走访区域内信誉良好
的农户，为他们采集信息并精准预授信，
提升客户获贷率。 畅通申贷渠道，推动信
贷业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快微信
公众号贷款自助建设，实行“自主申请、
急速审批”的贷款新模式。

加快涉农资金兑付。 该行进一步加
大手机银行、网上银行、金燕 e 付等产品
的营销力度， 增加 POS 机、ATM 自助设
备和助农服务终端布放，全面覆盖县域和
乡镇， 为农户提供 7×24 小时的金融服
务。 同时，在各营业网点设立涉农补贴专
柜，开通绿色通道，提高办事效率，将各类
农业补贴及时发放到农户手中。 ②8

备足资金优先支持“三秋”生产
郸城联社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通讯员 薛
冰川 孙北平） 今秋以来， 郸城联社以
开展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为契机 ，全
力以赴做好服务 “三秋” 生产各项工
作。 截至目前， 该联社发放涉农贷款
49.28 亿元，较年初新增 11.78 亿元，为
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

持。
迅速制定支持“三秋”生产措施。该

联社第一时间组织召开秋季生产期间

柜面服务、 业务营销及宣传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秋收麦播期间工作重点，全力
做好生产资金组织、 信贷需求投放、助
农服务点补贴支取等准备工作，积极服
务“三秋”生产。

备足助力“三秋”生产资金。该联社
积极开展金融服务提升活动，广筹支农
资金，合理调配网点现金储备，确保“三

秋”生产投放资金充足。 通过进村入户
走访宣传，积极了解辖内农户“三秋”生
产资金需求，开辟农户小额贷款绿色通
道，对农户购买生产物资和农机具的信
贷需求做到早调查、早授信、早投放；对
为“三秋”生产提供产品服务的专业合
作社、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等经营
主体贷款优先办理；对产业化、规模化
经营的涉农企业资金需求优先安排，确
保不误农时、不误生产。

大力宣传惠农贷款产品。该联社结
合“整村授信”业务开展，抓牢“三秋”生
产宣传有利时机，通过宣传折页、网点
LED 滚动屏、微信公众平台加大对“粮
圈贷”“惠农贷”等惠农贷款产品的宣传
力度， 及时公开客户经理包村范围、联
系电话等服务信息，全方位、多渠道宣
传支农惠民政策。 ②8

周口市农商银行（农信社）全力支持秋收秋播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通讯员 娄

庆波） 入秋以来，为更好地解决农户及
涉农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周口市农商银
行（农信社）通过加强宣传扩影响、组织
存款增实力、进村入户问需求、优化服
务快投放等措施，有力支持当地秋收秋
播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农商银行（农信
社）较年初新增贷款 100 亿元 ，其中新
增涉农贷款 98 亿元， 贷款余额达 555
亿元。

强化宣传提形象 。 全市农商银行
（农信社）扎实开展征信宣传、金融知识
进万家等活动，先后冠名和承办了周口
市首届男子篮球联赛、全市金融系统庆
国庆演讲比赛、周口市民营和小微企业

“百千万工程” 暨金融扶贫业务推介会
等活动，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农商
银行（农信社）金融产品、服务特色、贷
款利率、贷款政策、办贷流程等。 同时，
持续创新宣传方式，组织各行社在乡村
集市、交通要道、人口集聚区设立宣传
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折页，并积
极与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主要媒体联
手合作，有效扩大了农商银行（农信社）
社会影响力。

组织存款增实力。 为保障秋收秋播
生产资金充足富裕，全市农商银行（农信
社）在采取考核激励、全员营销等措施的
基础上， 按照星级网点和旗舰店网点创
建标准， 不断加大对辖内行社的优质文

明服务培训、监测和抽查力度；扎实开展
比学习、比工作、比创新、比作风、比奉
献、争先进的“五比一争”活动；积极推广
新业务，让客户充分体验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微信银行等新业务的便利和快捷，
有效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截至 9 月 22
日， 全市农商银行 （农信社） 新增存款
73.08 亿元，余额达 765.88 亿元，存款规
模不断扩大、支农实力得到持续增强。

进村入户问需求。 立足“支农支小
支微 ”市场定位 ，全市农商银行 （农信
社 ）聚焦主业主责 ，扎实开展 “整村授
信、增户扩面”工作，动员辖内近千名客
户经理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农资
超市、秋粮收购点、涉农企业进行“扫街

式”宣传营销、摸底调查，广泛征求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对客户资金需求建立动
态台账，做到信贷投放有的放矢，确保
信贷投放不误农时、不误农事。

阳光操作快投放 。 本着 “急事急
办 、特事特办 ”的原则 ，全市农商银行
（农信社 ）通过畅通申请渠道 、优化审
批流程、灵活运用贷款期限、实行限时
审批制度等方式， 着力打造 “绿色信
贷” 服务通道。 旺季期间延长服务时
间， 增设专门窗口， 及时提供金融服
务，切实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强化
监督，大力开展阳光信贷工程，进一步
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面， 有效保证了
秋收秋播资金需求。 ②8

淮阳联社工作人员到河南银丰塑业调查支持小微企业情况。
李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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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日 报 社

周口市农商银行 （农信社 ）

������周口农商银行行长盛毅深入化肥农企查看生产情况。
汪倩 摄

������鹿邑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为农户送资金、送技术、送信息，为秋收秋播洒下“及
时雨”。 朱丽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