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农信：

做做好好农农村村金金融融 助助力力三三方方共共赢赢

定陶联社立足县域经济和
新型农村建设，深入开展支持妇
女创业活动，以金融服务为主
导，以信贷支持为基础，创新思
路，帮助辖区内一大批有技术、
善经营、勤劳肯干的妇女，积极
发展农业生产、商品加工、经营
销售等产业，促进县域农业经济
的发展。

定陶联社创新工作手段，积
极主动营销，进村入户进行宣传
走访；组织信贷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实地考察调研各地农副业及
加工业生产经营现状，在做好市
场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积极为妇
女创业做好参谋，建立方便快捷
的信贷“绿色通道”，并全程跟踪
提供市场信息和农业技术方面

的支持。
联社将支持妇女创业活动

与“轻松贷”新产品密切结合起
来，对于符合条件的信用户，无
须担保，直接办理发放贷款；借
助新一代信贷管理系统上线的
契机，简化贷款流程，科学利率
定价。

另外，联社还积极与当地有
一定经营基础、发展前景良好的
妇女产业带头人进行对接，全方
位提供金融咨询与帮助，给予适
当的利率优惠，并针对不同客户
的生产经营方式及资金流转特
点，为其设计不同的还款方式。
目前，定陶联社共发放支持妇女
创业贷款 3 2 0余笔，授信金额
4780万元。 (何彦霖)

定陶联社：

加大信贷支持 助力妇女创业

近年来，菏泽市农村信用
社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工作会议精神，重点支持“五
大基地一大产业”发展。以信
贷支持“百千万”富民工程为
载体，主动为农民致富寻找项
目、引进技术、培训人才、协调
政策，培育致富领头人，利用
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促进农
民增收；重点支持特色农业产
业链发展，积极与农口部门对
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转
型升级，由过去单纯的服务
者，逐步转变为农民致富的组
织者和引领者。

据了解，全市已累计扶持
912个专业村、支持10324个致
富带头人，培育74926余户种
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农
业专业户，发放贷款46 . 58亿
元。

菏泽农信社始终坚持让
利“三农”的原则，落实好各项
惠农政策。在贷款利率上，实
行差别化利率政策，涉农贷款
利率低于一般贷款，信用等级
高的农户贷款利率低于其他
信用户；在贷款投放上，加大
农村青年创业贷款，农村妇女
创业贷款发放力度，支持农村
青年、妇女创业。在贷款办理
上，简化贷款程序，推行阳光
办贷，限时服务；履行社会责
任，代理政府补贴和农村社会
保障资金发放；大力开展“送
科技信息下乡”活动，把信息、
技术送到农民家门口和田间
地头，培育新型农民，为农民
构架致富“金”桥。

合理把握投放节奏，加强
与畜牧局、农业局、城乡建设
局等农口部门的结合，进一步

加大苗木花卉、专业合作社、
畜牧养殖等实体贷款的投放。
推进信用工程建设，通过信贷
扶持鼓励一部分先富，让先富
带动后富，最终引领广大农民
走上共同致富之路。

把握农民消费需求增加
的机遇，创新信贷产品，逐步
将城市居民的消费信贷品种
引入到农村市场。同时，拓展
对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服务
业的信贷支持，提高农民生活
水平。

截至目前，全市农村信用
社各项存款余额684 . 3亿元，
较年初增106 . 1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455 . 6亿元，较年初增
56 . 4亿元，达到了“政府满意、
农民受益、信用社增效”三方
共赢局面。

(韦安然)

东明联社在满足传统农
业生产资金需求的基础上，重
点支持高产、优质、高效、特色
农业，依托县域特色农业资源
优势，把支持畜牧业发展作为
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的“重头戏”。

依托黄河滩区养牛、养羊
的传统，以小额农贷为载体，
增加信贷扶持力度，先后投放

畜牧贷款80余万元，发展专业
养殖160余户，使养殖业真正
成为广大农民发家致富的“主
业”，如今再次走进黄河滩区，
已是“万里荒滩披绿装，风吹
草低见牛羊”的喜人景象。

同时，陆续对东明集镇、
马头镇、小井乡、三春集镇等
西瓜主产区，发放贷款4867万
元，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大棚西

瓜、富硒西瓜等特色品种支持
力度，帮扶1万多农户种植西
瓜15余万亩，年产值过亿元，
占当地农业总产值的35%以
上，每户瓜农年均增收近1000
元。全县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大
棚贷款1672万元，扶持新建大棚
240个，面积达120亩，当地菜农
人均年增收2000元，快速地促进
一方朝阳产业。 (李冠峰)

东明联社：

信信贷贷支支持持 催催生生一一方方朝朝阳阳产产业业
“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有

什么可以帮您”、“请慢走”……
在料峭的寒冬无论你走进曹县
农村信用社的任何一个营业网
点，亲切、热诚的话语 ;温暖、真
诚的微笑，随时可见。

为更好的服务大众，曹县联
社提出了“建一流班子，带一流
队伍，创一流业绩，树一流形象”
的总体工作目标，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贴心暖心服务”工程，重点
对信贷服务、柜面服务及工作作
风三个方面进行集中整治，积极
探索新形势下改进服务，改进工

作的方式方法，从一点一滴做
起，从自身做起，不断提升服务
形象。

牢固树立客户就是朋友，服
务就是责任，服务就是最强大的
竞争力的理念，并明确提出拒绝
工作中“庸懒散”情绪应该做到
的20条，同时聘请社会监督员对
员工的职业道德、服务态度进行
暗访，大大促进了服务工作的规
范化、细微化、标准化和效率化，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年度柜面服
务“零投诉”。

(韦安然)

曹县联社：

贴心暖心得民心

今年以来，鄄城联社将银
行卡的工作重点定位为实现
卡业务由“量”到“质”的转变。
对虚开的、睡眠的银行卡进行
逐张核实，通过激活或销户等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使银行卡
真正做到“发的出、留的住、用
的勤、有效益”，推进管理的精
细化和收益的最大化。

努力营造方便快捷的银行
卡受理环境，加大电子机具布放
力度，在辖内布放ATM机36台，

安装POS机具206台，新增农金
通服务点91处，构建功能完善、
方便快捷的自助支付体系。

为进一步激发客户用卡
的积极性，1-3月份开展了刷
卡有奖活动，5月份通过电话
通知、网点公告等方式，及时
将结果通知到中奖者本人并
兑现奖励，在全社会营造了良
好的舆论效果。辖内大堂经理
及前台柜员担当起宣传员，对
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讲解银

行卡的诸多优点和使用方法，
同时积极联系企业，发展集团
客户使用信用社银行卡为员
工做为工资卡。

定期开展风险提示和宣
传教育活动，借助电视、广播、
宣传折页、车载广告等多种通
俗易懂的方式，对持卡人容易
上当受骗、常见的银行卡欺诈
犯罪活动进行重点宣传，防范
银行卡犯罪活动向农村地区
蔓延。 (刘淑敏)

鄄城联社：

加加强强精精细细化化管管理理 推推广广银银行行卡卡业业务务

牡丹区联社：

金金融融知知识识下下乡乡，，农农民民多多了了致致富富保保障障

多一份金融了解，多一份致
富保障，牡丹区联社近日再次举
办“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旨在
让农民了解金融知识，并能够更
好地运用金融知识为自己谋福
利，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活动分别在全区80家网点
抽出业务骨干320人，走村串户

进行宣传，同时，设立业务知识
图板，有针对性地设立了贷款
咨询台、存款咨询台、假币咨询
台、福农卡使用咨询台，耐心解
答了老百姓关心的存款利率提
高、贷款办理手续、如何识别假
币等问题。

活动共散发了送农村金融

知识下乡宣传单8000份，福农
卡使用宣传册4000份，《金融知
识在身边》手册8000册，业务知
识宣传折4000份及“假币宣传
册”、“假币识别”等多种农民实
用知识宣传单、宣传册，受到了
农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姜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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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单县联社：

倾情支持小微企业

为响应国家扶持小微企业
发展的号召，单县农信社紧紧围
绕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以
及省联社、市办和当地党委、政
府的安排部署，积极行动，通过
多种渠道在全县深入广泛开展
服务小微企业的宣传活动。

一是按照上级的安排部署，
积极策划服务小微企业“宣传
月”活动。二是在辖内营业网点，
通过LED显示屏、悬挂宣传横幅
宣传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向社会
公开作出服务承诺。三是在各营
业网点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
彩页，设立咨询台，为企业客户
提供咨询服务，进一步扩大对小

微企业服务的宣传力度。
开辟小微企业贷款“绿色通

道”，实行“阳光信贷”和“限时办
结”制度，科学简化贷款审批流
程，不断提高信贷业务透明度和
工作人员的办事效能。采取贷款
利率浮动模式，实行差别化定
价，综合考虑企业信用等级、经
营情况、资金流量以及贷款品
种、担保方式等多方面因素，对
守信用、贡献度大的企业实行利
率优惠，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组
织信贷人员对辖内小微企业逐
户调查摸底，对有发展前景的企
业建立档案，重点扶持。

(王南京)

成武联社：

扶持绿色产业 打造美丽乡村

寒冬时节，北风呼啸，成武
县党集镇生态采摘园种植大棚
内却依然温度宜人、游人如织，
园内蔬菜、瓜果、花卉等各种农
作物琳琅满目，生机盎然。

近年来，成武联社牢固树立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生态文明理念，自觉承担乡
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积极
引导当地群众发展绿色、低碳、
环保、循环经济，积极探索家庭
农场、专业合作社等现代经营
方式，发展无公害农业和旅游
农业，催生了一批家庭农场、采
摘园等农业实体，让生态文明

进入百姓家庭、进入群众日常
生活。

为了更好的扶持绿色产业
发展，成武联社积极调整信贷资
金投向，先后推出了土地流转贷
款、水面抵押贷款等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的信贷品种，为绿色产业
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同时深
入开展“十进”活动，大力宣传金
融知识，为群众送上致富书刊和
致富信息。

今年以来，成武联社累计投
放涉农贷款达30亿元，成为农民
口中名副其实的“财神”。

(朱国朝)


	P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