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风雨路，一曲奋进歌。十年，如果融于历史长河，仅是弹指一瞬间，然而对于山东农信社来说，过去的十年，是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十
年，也是顽强拼搏、奋发有为的十年。十年回眸，辉煌业绩的背后，包含着一段荡气回肠的艰辛与努力。

十年波澜壮阔，十年砥砺图强。十年间，地处鲁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菏泽农信社在省联社、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下，在人民银行、银
监局的指导监管下，以不懈的努力和昂扬的姿态，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超越，奏响了一曲又一曲激荡人心的华美乐章。

十年改革发展，菏泽农信社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嬗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至2013年底，各项存款余额754 . 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466 . 4
亿元，分别是2004年的6 . 5倍和4 . 3倍；2013年实现经营利润21 . 1亿元，是2004年的13 . 2倍。综合评级由D级提升到A级，发展实力排名连续五年
居全省农信系统第3位。从严治社、顶冒名贷款治理工作经验被中国银监会在全国金融系统推广；信用工程建设得到人民银行总行表彰。

如今的花城菏泽，无论市区还是乡镇，农村信用社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凝凝心心聚聚力力铸铸辉辉煌煌
——— 菏泽市农信社改革发展纪实

2008年1月，省联社对菏泽
办事处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张效节全面主持菏泽办事处工
作。当时的菏泽农信社，市场份
额萎缩，员工队伍士气低落，多
项指标全省农信系统垫底，违规
操作、违法放贷司空见惯。多年
遗留的问题，制约了信用社的发
展。严峻的现实，让人触目惊心。

面对上任伊始的重重压力
和困难，张效节寝食难安。他带
领办事处班子成员痛定思痛，经
过深入调研和反复讨论，做出了
摸底子、补欠账、出重点、动真
格，从严治社、标本兼治的战略
决策。长期以来，一些以诈骗或
骗取信用社贷款为生的“假大
款”、“假名人”，开着豪车，住着

洋楼，赖账不还，严重损害了信
用社的利益。为此，他们决心从
清理不良贷款着手，以猛药去
疴、重点治乱。经过汇报、争取，
赢得省联社、省、市银监局和人
民银行的大力支持。结合市、县
两级公安机关，开展声势浩大的
贷款诈骗严打专项活动。

当年，在这次被称为“金融

风暴”的严打专项活动中，逮捕
涉嫌诈骗贷款人员226人，直接
收回不良贷款4 . 6亿元，间接收
回不良贷款13 . 2亿元。与此同
时，结合纪委开展清收公职人员
拖欠信用社贷款专项活动，收回
不良贷款1 . 5亿元；配合法院开
展案件集中执行活动，收回不良
贷款2 . 91亿元。

从严治社：改革之风劲吹农信上下

违纪违法行为得以震慑，
人事变革紧随其后。长期以来，
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务能高不
能低，很多人捧着“铁饭碗”，坐
着‘铁交椅’，没有压力、没有动
力、没有活力，班子凝聚力和执
行力不强，工作被动、管理松
驰、效率低下，高管人员成为改
革的最大障碍。为了推进各项
改革，他们本着“不换思想就换
人”的原则，自2009年起对县级
联社领导班子进行优化组合，

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旧传统。
本着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
制定了一整套干部优化方案，
打破原有的用人机制，采取兵
选将、将选兵的竞聘制。近几
年，按照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模
式，先后5次公开选拔148名同
志进入联社高管后备人才库，
对全市联社高管进行了3次系
统优化，101名年轻有为的优秀
人员得到提拔重用，46名高管
被淘汰。县级联社班子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明显提高，工作效
率、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著提升，
初步形成比作风、比干劲、比能
力、比创新、比业绩、比奉献的
发展新格局。

顽疾治好了，队伍优化了，
一系列改变菏泽农信系统原有
陈旧经营模式的现代金融机制
相继出台。及时建立市场化的选
人用人机制、权责对等的责任机
制、奖惩分明的考核机制、绩酬
挂钩的分配机制、双重驱动的激

励机制、优胜劣淘的淘汰机制和
惩教并举的惩处机制等七项新
机制，引发了新旧机制的大交
替、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开启了
改革创新的引擎和动力。为了让
全体员工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先后出台《从严治社“十项规
定”》、《县级联社班子成员责任
追究办法》等制度办法172个，规
范操作流程86项，建立了一整套

“内容齐全、上下连贯、相互配
套”的制度体系。

知人善任：让有能力的人挑大梁

近几年，他们把改善支农服
务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不断丰富支农内涵。确立
了跟着农民走，跟着市场走创新
服务的支农新理念，突破了农民
贷款难和信用社难放款的瓶颈，
找到了农民增收与自身增效的
最佳结合点。创新推出了“百千
万”富民工程。确立在全市各县
(区)培育100个专业村、1000个致
富带头人、10000个致富专业户，
为农民打造致富样板，实现先富

带后富，推进农民持续增收。市
政府专门下发文件，将“百千万”
富民工程纳入分管县(区)长绩
效考核。信用社结合政府部门，
建立支农网络，层层筛选，将有
能力带动农民致富的能人选拔
出来，提供致富信息，加强技术
培训，简化贷款手续，增加贷款
授信，把信贷营销服务触角延
伸到每个村庄和社区。全市发
放贷款46 . 58亿元，扶持专业村
912个、致富带头人10324人，培

育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
致富专业户74900多户，达到了
农民增收、信用社增盈、政府满
意的共赢局面，使“百千万”富民
工程成为菏泽农信社推出的知
名惠农品牌。

为了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支持小微企业组建信用共同体、
企业联盟、仓单质押、应收账款
质押等担保贷款，有效解决企业
贷款难、担保难问题。针对小微
企业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特

点，大胆创新，探索新型担保方
式。先后推出准抵押贷款、钢结
构抵押贷款，一户多保贷款、企
业联保贷款、仓单质押贷款等10

多个贷款新品种，满足小微企业
不同“口味”需求。对于单靠一家
联社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的贷款
项目，采取社团和银团贷款方式
予以解决。目前，全市农信社已
发放社团贷款19 . 79亿元、银团
贷款1 . 9 3亿元、小微企业贷款
85 . 1亿元。

号角吹响：奏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最强音

为了建立一支能打善战的
信合强军，办事处就从服务环
境、服务形象、服务纪律、服务内
涵等方面多方面入手，加强企业
文化建设，塑造企业之魂。对近
几年新招录的1300多名大学生
员工进行了系统化、专业化、正
规化的培训，并为全市农信社营
业网点配备了500名大堂经理；
指导各联社按照高起点、高标
准、高水平、现代化的要求，规划
设立新机构，在零起点上建成

“精品银行”，推动人员竞争、岗
位竞争、业务竞争，为员工提供

锻炼与交流平台。
近几年，坚持“经营支持企

业文化，先进文化支撑企业发
展”的理念，重塑农信形象，打
造文化品牌，自觉承担社会责
任，真情奉献社会，连续6年冠
名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
(原菏泽国际牡丹花会 )，将菏
泽民歌《包楞调》挖掘包装改编
成为大型交响乐，成为全国各
大乐团演奏名曲；又将交响乐

《包楞调》，改编为大型民族舞
蹈，成为菏泽各种大型演出活
动的保留节目；2010年起，连续

四年邀请国字号乐团来菏泽举
办新年音乐会十余场，显著提
升了菏泽城市文化艺术品位，
成为菏泽人民喜迎新年的一大
期待；多次组织内部员工举办
演出活动，2011年菏泽农信社
春晚荣获山东省广播电视艺术
家协会牡丹奖一等奖，2012年
代表市委宣传部举办菏泽“七
一晚会”，赢得各级领导及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受省联社委
托选派“第一书记”帮扶10个贫
困村，投资625万元修路、建桥，
建设党员活动室、文化大院，成

立专业合作社，得到省委组织
部的充分肯定。为了让员工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打破干部和
员工的职务等级差别，从联社
理事长到综合柜员，以“岗位靠
竞争、分工能竞聘，分配凭能
力，收入看贡献”的原则，极大
地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员
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不
断改善员工劳动保护、工作和
生活条件；关心困难职工生活，
保障职工身心健康；维护职工
利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员
工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永葆生机：让文化成为塑造企业之魂

十年风雨如磐，十年硕果累
累。十年见证了菏泽农信社的发
展壮大，展示了农信社的不平凡
历程，铸就了信合人的光荣与辉
煌。但凡与菏泽农信打过交道的
人，总能在不经意间感觉到她的
巨大变化。“门好进了，脸好看
了，事好办了，风气正了 . . . . . .”。如
今在菏泽，您若问起农信社十年
来的变化，这或许就是群众发自
内心的感慨。

检验一家金融机构在当地
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业务数据、
市场份额和当地百姓口碑就是
最有力的见证。

———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至
2013年12月末，各项存款余额

690 . 9亿元，较年初增长112 . 2亿
元，增幅19 . 39%，存款增幅、增量
分别居全省第4位和第5位，存量
和新增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6 . 03%

和36 . 23%，均居全市金融机构第1

位；各项贷款余额454 . 5亿元，实
体 贷 款 增 加 8 4 . 1 亿 元 ，增 幅
24 . 42%，增幅、增量分别居全省第
1位和第3位；存量和新增市场占
有率分别为36 . 93%和32 . 86%，均居
全市金融机构第1位。

——— 至2014年3月底，各项
存款余额770亿元，各项贷款余
额495亿元。2013年全年实体贷
款增加84 . 1亿元，增幅24 . 42%，
增幅、增量分别居全省第1位和
第3位；存量和新增市场占有率

分别为36 . 93%和32 . 86%，均居全
市金融机构第1位。实现各项收
入53 . 3亿元，同比增加7 . 8亿元，
增幅17 . 15%，居全省第2位；

——— 经营效益快速提高。
2013年，全年实现各项收入53 . 3

亿元，同比增加7 . 8亿元，增幅
17 . 15%，居全省第2位；实现经营
利润21 . 1亿元，同比增加2 . 3亿
元，增幅12 . 15%，居全省第4位，
经营利润是2004年的13 . 2倍。

——— 改革取得新进展。经过
不断汇报争取，市政府2013年出
台了农村信用社银行化改革指
导意见。去年末，郓城联社顺利
变身农商行；牡丹区、成武联社
即将挂牌开业；鄄城、单县、曹

县、巨野联社已达标；东明、定陶
联社三季度可达标。到2015年
初，全市农村信用社有望全面完
成银行化改革任务。

菏泽农信社不断创新经营
机制，加强内部管理，惠泽地方
经济，结出累累硕果。近年来，全
市农信社先后荣获“中国银行业
文明服务百佳示范候选单位”等
国家级荣誉8项、省级文明单位
等省级荣誉34项、菏泽市银行业
服务质量“最佳百姓口碑奖”等
市级荣誉30多项。通过机制创
新，经营业绩由全省垫底一跃跨
入先进行列。
本报通讯员 李中奇

张富贵 韦安然

数字变化：累累硕果见证十年变迁

2003年6月，国务院下

发《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

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2004年6月，山东省农村信

用社联合社挂牌成立。同年

8月，省联社菏泽办事处挂

牌成立。地处经济欠发达地

区的菏泽农信社，并没有跟

上全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

展的步伐，而是远远落在后

面。

十年，如果融于历史长

河，仅是弹指一瞬间，然而

对于菏泽农信社来说，十年

代表了一个华丽转身的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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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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