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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企制宜，勇辟新径
———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多措并举支持涉农、小微企业突破发展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始终坚持“服务
中小企业，服务城镇居民，服务地方经
济”的市场定位，以创建“中小企业首选
银行”为目标，积极探索服务中小企业、
涉农产业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办法，
制定差别化政策制度，持续加大资源倾
斜力度，有力促进涉农、小微业务的快速

健康发展。
分行自2008年成立以来累计为上千户

小微企业发放贷款，截至2015年6月底，分行
总授信企业客户1027户，较年初增加62户，
增幅6 . 42%，其中中小企业1014户，占比达
到98 . 73%；在对公贷款中，中小企业贷款
余额占比达到96 . 62%。分行连续两年被聊

城市委市政府授予“金融工作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连续5年每年均有两家支行荣获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十佳”荣誉称号。在聊
城分行的高标准、严要求政策引领下，县域
支行踏踏实实为涉农、小微企业突破发展
开辟道路，因企制宜、多措并举，为无数企
业带来福祉。

>>“股权融易贷”——— 开启政金企共赢先河
早在2014年12月29日的聊城

金融服务大会上，山东省金融工
作办公室主任李永健就当年一段
时间以来金融业融资难问题，提
出应由债券融资为主转变为债券
融资与股权融资相协调，从上市
直接融资、场外市场、银行界票据
市场、私募市场、债券市场、保险
资金运用六条路径阐述股权融资
的方式。

会上，齐鲁银行聊城分行行
长张克非与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总
裁李雪、临清市长李新阁、企业代

表山东恒圆精工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丁来芝签署了《“股权融
易贷”业务合作协议书》。

近日，记者来到山东恒圆精
工部件有限公司，车间内一切井
然，工人们正为“排队”的国外订
单紧张忙碌，企业的订单量不但
没有受当前经济大势的冲击，反
而略有上扬。

董事长丁来芝告诉记者，公
司的阔步发展，齐鲁银行帮了大
忙！在恒圆发展的关键时刻，公司
率先在齐鲁银行贷下首笔300万

资金；同时因为公司重视知识创
新，拥有多项知识产权，齐鲁银行
还为其特批知识产权质押，单该
项政策便为恒圆节约贷款利率的
50%。“这是切实为企业排忧。”

齐鲁银行临清支行行长于明
静称，股权融易贷是在总行指导
下，经聊城临清支行与临清市政
府、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多次协商，
在山东省金融系统内开创性的采
用股权回购基金的操作模式，由
临清市人民政府、齐鲁股权交易
中心、股权挂牌企业三方共同出

资设立股权回购基金，作为企业
股权质押于聊城临清支行的融资
担保基金，是省内第一支区域股
权市场普惠融资种子基金。

该业务除成立回购基金提供
担保外，还开创性提出由政府、参
与入池企业及齐鲁银行共同承担
最终损失的模式，为齐鲁银行聊
城分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又一业务
创新。

丁来芝称，“股权融易贷”这
种新模式给企业扩大规模提供了
更方便的资金来源。利用股权进

行质押贷款,不用再互保互担,可
以解决企业贷款难、担保难问题。

据悉，该业务的成功合作标
志着该行股权质押融资业务在全
市范围内成功开通，开创了银行、
政府、股交中心与企业四方合力
支持企业发展的新业务模式。

无独有偶，聊城华美医疗健
康产业园的投资建设也得益于齐
鲁银行临清支行的大力扶持；临
清支行正在积极探索新方式，为
更多中小型企业发展注入新鲜血
液。

>>小微专营中心——— 提供多样信贷产品，满足多重信贷需求
王先生是聊城市一超市老板，

春节前夕，超市需要集中备货，以供
春节旺季销售。因为资金需要的比
较急，且使用期限较短，王老板奔波
到多家银行都没能如愿办理。

分行客户经理在进行地毯式
营销时，得知这一情形。了解到王
老板的实际困难，根据其实际情
况，向他推荐了季节性贷款产品。
最后，成功为其发放了期限为两

个月、金额为60万元的季节性贷
款，解决了王老板的困难。而且，
该笔业务从受理到成功发放仅用
了两天的时间。

据悉，为更好地服务聊城市
广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小
生意业主，2014年4月，齐鲁银行小
微金融服务中心聊城分中心正式
运营，该中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
德储微贷技术，专门为聊城市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信贷资
金支持。

为积极响应国家支持小微企
业的号召，在分行引领下，临清支
行于2014年5月4日成立了自己的
小微中心，专门服务于贷款额度
1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并积极
创新担保方式，多渠道解决小微
企业担保难、融资难的问题，尽可
能降低担保门槛。主要模式为临

清市人民政府提供500万元风险
保证金，并追加山东省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贷款担保中心担保。
2014年5月28日，齐鲁银行与临清
市人民政府、山东省下岗再就业
贷款担保中心召开金融战略合作
推进会，三方签订了《山东省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贷款担保中心、
临清市人民政府、齐鲁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推动小微企业发展金融

战略合作协议书》，会议的成功举
办标志着三方合作进行小微服务
推广、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事业正
式启动。截至2015年6月底，临清
小微中心成功发放贷款141笔，贷
款金额5379万元。

目前，小微中心拥有信用贷、
创业贷、随心贷、灵活贷、超短贷
及联保贷等十余种信贷产品，能
够满足不同客户的信贷需求。

>>惠农贷——— 优化担保机制，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

>>惠农贷之“联手合作社，满足农户融资需求”
伴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持 续 推 进 ，为 更 好 地 服 务“ 三
农”，齐鲁银行聊城分行勇辟蹊
径，根植农村，切实为水城百姓带
来福祉。

在莘县十八里铺镇，农民们
生活富足，他们中的部分人享受
到合作社带来的惠农福利。

在该镇的天农合作社，抱团

取 暖 的 和 谐 场 景 令 人 叹 为 观
止。合作社可为全县3万余家会
员农户集中抱团采购，这样既
能节省采购费用又避免单独采
购的繁琐流程。比如购买化肥，
通过合作社团购，相比散购，每
袋便宜约 3 0元，一亩地按一袋
化 肥 计算 ，一 户十亩地能节约
300元。

“这是真正为我们农民办好
事。”一位会员农户户主说道，但
是农户的贷款问题还是困扰他们
的一大难题。

在此情形下，齐鲁银行莘县
支行与该合作社携手，采用农户
贷款、合作社担保的方式，为该
合作社会员提供2000余万元资
金支持，切实促进农业经济发

展，实现银行、农户、合作
社三方共赢。

据齐鲁银行莘县支行
行长杨杰介绍，在莘县他
们已经与包括天农合作社
在内的五家合作社建立合
作关系，今后将逐步扩大
合作范围满足更多农户的
经营融资需求。

>>惠农贷之“牵手农业龙头企业，打破联户联保风险”
坐落在莘县的山东共发果蔬

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出口农产
品为主的大型农业产业园，集培育
种植、监管、前处理、精加工为一体，
农产品销往欧美日等多个地区。

作为农业龙头企业，该公司

采用先订单后生产的方式，确保
产品销路。与公司联合的农户，无
需担忧农产品销路，只负责规范
生产、加工即可。“农户生产的产
品直接卖给我们公司，我们的价
格要高于市场价。”共发负责人张

峰说。
为解决农户融资难题，齐鲁

银行莘县支行与共发公司合作，
共同解决农户贷款问题。

齐鲁银行莘县支行行长杨杰
称，银行与共发合作后，只需确

保资金切实用于农业生
产，监管资金流向、用途
即可。惠农贷的推出，打
破了联户联保的风险，
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新型
农户融资方式。

>>肉驴养殖贷款——— 四方共赢，开创养殖业发展模式先河
为进一步推进养驴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增加东阿阿
胶原材料来源 ,东阿县政府积极
协调各方关系，齐鲁银行东阿支
行 积 极 参 与 ，创新贷款发放模
式，由当地专业农业畜牧合作社
委托山东天龙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子公司)，进购均重200斤左右
的幼驴，并由当地镇政府监督验
收，畜牧局提供养殖专业服务，东
阿支行提供购驴的贷款资金，待
均重达400斤后，由山东东阿天龙
食品有限公司(山东东阿阿胶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按市场
价格回收，六方签订承诺回购协
议，设定最低保护价，期间购驴资
金及回款资金全部封闭运行。

成立于2014年11月的东阿
县瑞龙养殖专业合作社，由于成
立未满一年，正常情况下是无法
满足商业银行信贷政策的，但在
该合作模式下，东阿支行成功为

其办理了 1 4 0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共计入场幼驴300余头。据预
测，养殖两个周期后所获得的利
润能够覆盖合作社前期投入成
本，之后养殖所获得的利润为合
作社的纯利润，收益十分可观。

2015年2月1日，聊城市肉驴
产业化发展推进会在东阿召开，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行长张克非
在发言中指出，东阿支行在与
东阿县委、县政府、阿胶集团、
市县两级畜牧局进行了深入调
研探讨的基础上，创新开发了东
阿县肉驴养殖项目贷款，该做法
既为养殖户解决了贷款难、担保
难、负担重等一系列问题，又拓
宽了与东阿阿胶的合作渠道，提
高了分行综合收益，开创了地方
养殖业发展模式的先河，实现了
政、企、银及养殖户的互利共赢。
截至5月底，该项目已成功发放贷
款2000多万元。

齐鲁银行聊城分行作为扎根

水城的城市商业银行，将切实承
担起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应尽的责
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助推聊城金
融事业和经济发展实现新的跨越。

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金融
工作高度重视，要求建立现代农
村金融制度，引导更多信贷资金
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各类金融
机构都要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

展，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
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
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

齐鲁银行莘县支行结合当地特
色，与政府、农业局、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以及有关乡镇结合，了解各乡镇
设施农业发展情况，深入乡镇、市场、
农村，借助当地政府、市场管理机构、
合作社以及村委会力量，同时了解当
地冬暖式大棚种植规模、品种、销售

模式以及近三年收益情况等，
并根据上述情况选取优质客户
进行业务合作，采取“公司+农
户”的担保操作模式，批量办理
个人“惠农贷”业务产品。

本报记者 王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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