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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武城农信社沐浴
着改革的春风，借武城经济腾
飞之势，形成了快速、稳健、优
质的发展势头，实现了全县金
融机构中资产规模第一、存贷
款总量第一、存贷款增量第
一、全县金融机构纳税第一的

“四个第一”，为地方经济发展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希望田野筑诚信

日前 ,武城县沙窝屯社
区养殖产业小区又迎来一批
新“客人”,60余头散养奶牛

“乔迁新居”,社区党总支书
记李廷富兴奋地说,“因为我
们诚信做事，县里的信用社
先后为我们提供490万元的
贷款，为我们的产业不断壮

大提供了更大的资金支持。”
这件事还得从4年前的

“牛奶事件”说起。2009年，李
廷福在一次送交乳品厂的牛
奶中检测出抗生素，李廷富
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定：把
5吨牛奶全部倒掉。在众人诧
异的眼光中，近2万元的牛奶
全部销毁。“自己承担些损失
事小，老百姓喝到问题奶事
大，我一定要让老百姓喝到
放心奶”，朴素的话语中蕴含
着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

事情被媒体曝光后，李廷
福讲诚信的故事传遍武城的
大街小巷。信用社信贷人员主
动上门送贷，雪中送炭的举动
为奶牛场带来了曙光。

2010年，李廷福当选社区

党总支书记，为发展奶牛养殖
特色产业，他带领村民成立专
业合作社。信用社再次给这个
萌芽的组织带来了“福音”，一
次性授信210万元。2012年，合
作社搬到县城开发区，奶牛数
量也增加到四百余头，迎来了
发展的春天……

英才潮头搏击浪

辣椒产业是武城的农业
支柱产业之一，英潮集团作为
江北最大的国际辣椒产业集
团公司，在全国辣椒行业中高
居第三。“英潮的发展离不开
信用社的支持，信用社不仅仅
是我公司发展壮大的靠山，更
是我的亲人，我的挚友。”集团
董事长谭英潮在谈及信用社

时激动地说。早在2002年，农
信社就为英潮集团一次性发
放贷款460万元，用于企业研
发辣椒红色素生产项目，正是
这笔资金的注入，使英潮公司
实现了从贸易型到制造加工
型的华丽转身。十年间，信用
社已累计为其投入资金达
3600万元。目前，英潮集团已
发展成为16个国家国际级著
名食品企业指定供应商，其系
列产品远销国内外。

回顾过去，谭英潮对信用
社说不尽的感激之情，谈及未
来，谭英潮更是踌躇满志，下
一步他打算充分开发德州地
区其他农业资源，加大与外商
合作的步伐。而农信社的支持
就是他坚强的“靠山”……

巾帼立业展风姿

看似文弱的女子与生产
车间中热火朝天的工人形成
鲜明的对比。她叫闫丽敏———
武城县民福棉纺织有限公司
董事长。

面对创业初期资金不足
的问题，闫丽敏拿出了家中
全部积蓄，借遍了周围的亲
戚朋友，依然有8万元的资金
缺口。在最困难的时候，信用
社向她伸出援手，通过简化
办理程序、降低贷款门槛、利
率优惠等方式，为其发放8万
元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贴息贷
款，解了她的燃眉之急。并陆
续为其提供700万元的资金
支持，为闫丽敏的公司打开

了局面。
回顾创业历程，闫丽敏

感慨地说：“信用社不仅从资
金上支持我创业，还在经营
方面给予我很多指导，这个
有谋有略的‘娘家人’帮我从
一名家庭妇女转型为商场上
独占鳌头的铁娘子。”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以上是武城农信社
支持县域实体经济发展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武城农信社
正以实际行动践行服务“三
农”、支持县域经济的战略定
位。春风化雨润三农，春华秋
实硕果累。武城农信人将一往
无前，为实现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农村繁荣的注入不竭动
力。 (苑先一 孙灵芝)

以以““信信””搭搭桥桥 以以““贷贷””兴兴业业
——— 武城农信社支持县域实体经济掠影

“农村群众需求在哪里，
我们的金融服务就要延伸到
哪里。”近年来，武城联社坚持

“四个面向”的市场定位，加大
电子机具和银行卡的推广力
度，推进农村金融服务示范社
区建设，实施金融服务全覆盖
工程，致力于铺设农村支付建
设“高速路”。

“一公里”通往
幸福之路
“有了联社这个助农服

务点，在家门口就能办存取
款、查询业务，真是太方便
了。像我这样上岁数的老头，
腿脚不灵便，大冷天的取补

贴，要到十多里的镇上，来回
一耽搁就是大半天。现在村
里装了转账电话，我不用出
村就能取了。信用社开到咱
家门口啦。”武城县老城镇祝
官屯村王增勇大爷乐呵呵地
告诉笔者。

自武城联社实施金融服
务全覆盖工程以来，提出实
现行政村100%全覆盖的目
标，使农民足不出村即可办
理小额取现、转账汇款、账户
查询等金融基础业务，打通
现代化支付在农村的“最后
一公里”。

为确保顺利实现目标，该
联社在充分进行市场调研的

基础上，对有服务需求的社区
及行政村，依托村两委、特约
商户、超市、农资店等有条件
的场所，设立惠农服务点，布
设ATM、POS、农民金融自助
服务终端等电子机具。

“借助联社点多面广的优
势，依托金融服务全覆盖工
程的功能，大力开办农村各
项代理业务，打通农村金融
服务的‘输血脉络’，提升了
金融服务辐射范围，有效满
足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需
求。”该联社负责人李友山说。

据统计，武城联社在2011
年就已实现了助农取款服务
点行政村全覆盖的目标。目

前，全县共设立助农服务点44
个，累计办理查询、存取款、转
账汇款、支农补贴发放等各类
业务150万笔。

“指尖银行”飞
入寻常百姓家
地处鲁西北平原的武城

县，光照充足，粮食种植历史
久远，品质优良，是全国棉花
生产百强县。每年的九、十月
份是棉花收购旺季，在棉花
收购市场到处一片车水马
龙，却有一番场景让人不得
不捏了一把汗。众多收购商
都是携带大量现金频繁往返
于银行与市场之间，农户再

将现金存入银行账户，这一
来一去费时费力，更存在极
大地安全隐患，同时也造成
柜面服务压力。

为让农民享受到方便快
捷的现代金融服务，武城联社
组成市场调研组，通过走企
业、走商户、进农户，到田间地
头广泛了解农民到底想什么、
盼什么，真正需要联社怎么
做、做什么。在全面深入分析
问题症结所在并通过反复论
证，联社开展“银行卡、电子产
品一体化营销”，切实解决农
民手中银行卡种类繁多、情况
复杂的实际需求。

网络支付、手机支付极大

地方便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武
城县鲁权屯镇村民刘立国兴
奋地说：“这个手机支付真是
太好了！自从我开通了手机银
行，转账汇款、交话费、水电
费，这些事动动手指头就能
办，真是方便，儿子还教我用
网银上网买东西，咱也赶赶时
髦！”

如今，“指尖银行”已遍
布武城。全县联社网银用户
20124户，发生业务12 . 29万
笔，金额12 . 34亿元，手机银
行用户16787户，发生业务
18550笔，金额5609万元，真
正给农民带来了便利、带来
了效益。 (苑先一 孙灵芝)

武武城城农农信信社社铺铺设设农农村村支支付付建建设设的的““高高速速路路””

中共庆云县委书记 侯有喜

骏马回眸，灵羊翘首。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
我谨代表中共庆云县委、庆云县人民政府和31万庆云
人民，向所有关心、支持庆云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
心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新的一年，庆
云县将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力弘扬“开放包
容、创新实干”的新时期庆云精神，围绕主题主线，强化
改革创新，坚持速度、质量、效益同步提升，加快推进

“1356”工作战略，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创新发展、转型发
展、跨越发展。

具体工作中，一是突出产业支撑，抢抓京津冀协同
发展机遇，抓招商上项目，加快推进市场升级；全面启
动庆云中国城建设，积极发展现代物流；融合拓展文化
旅游产业；着力提升现代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二
是突出一体发展，立足“小县域、大县城”的发展定位，
做大做强镇域经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回首过去，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
倍。庆云是一块充满希望的热土,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朋
友前来投资兴业,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庆云美食尚堂扒鸡选用农家草鸡，
采取传统的烧、熏、酥、炸、卤等多种工
艺，加入食盐、酱油、原锅老汤及砂仁、丁
香、肉蔻等作料，因加入了多种药材烧
成，故称“五香”，柔嫩味纯、味透骨髓。庆
云大叶香菜叶片肥大、叶色浓绿、叶柄脆
嫩、纤维少、香味浓，销售市场扩大到全
国20多个省市，并出口日本、韩国、俄罗斯
等国家。作为金丝小枣主产区之一，庆云
现存一株老枣树，距今已有1600余年的历
史，被誉为“中华枣王”，世称唐枣。

庆云人杰地灵，北宋词人李
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名句流传千古。明代尚书王佐辅
佐君王抵抗瓦剌入侵，为国捐
躯，受到世人铭记和敬仰。

本报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孙艳东 杨光朋 整理

庆 云 风 景 优 美 、景 点 颇 多 ，国 家
AAAA级旅游景区海岛金山寺内有天王
殿、大雄宝殿、念经堂、钟楼、鼓楼和禅堂，
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佛教寺院。庆云宫以
道教文化为主题，以道教的天人合一、崇
尚和谐共生为内涵，建有道教园林旅游
区、天界朝圣区、福地祈愿区和人文体验
区等旅游景区，象征天、地、人三界和谐相
通，成为鲁北地区道家养生休闲中心、旅
游好去处。

庆云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有高跷、狮
褓、落子、秧歌、旱船、锣鼓、武术等民间艺
术节目。今年春节期间，庆云县安排了春
晚、民间艺术展演、元宵灯会等活动，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2月9日春节联欢晚会、正
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金山庙会、正月十三到
正月十五灯会和乡艺进城。

民俗

美食

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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