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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

解决外贸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莱商银行针对出口外贸客

户应收账款金额小、发生频繁、

期限较短的特点，创新开发了

“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产品，将

分散的应收账款形成资金池，根

据池中应收账款余额的一定比

例向企业提供专项贸易融资，有

效解决了外贸小微企业流动资

金紧张的难题，推动济宁市出口

贸易做大做强。

莱商银行推出的“出口应收

账款池融资”产品在外贸小微企

业融资领域“开枝散叶”，得到企

业广泛赞誉。截至目前，莱商银

行济宁分行已累计办理“池融

资”业务5200万美元，服务了12

家外贸小微企业，将“优汇服务

进万家”主题精神落到实处。其

中，2024年以来，该行已为4家小

微企业成功办理了700万美元的

“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业务”。

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等原因，

济宁某外贸企业出口的订单回款

周期长，导致流动资金压力倍增。

莱商银行济宁分行了解到企业的

难点与需求，迅速对接企业，及时

提供了融资支持，企业获得融资

资金后，不仅扩大了出口规模，还

成功拓展了新的海外市场。

落实外汇便利化政策

多措并举优汇服务惠企利民

莱商银行济宁分行作为地

方法人银行异地分行，近三年外

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等

级优益，成功获得优质企业贸易

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的资质。实

行便利化措施后，企业可以简化

单证提交或直接凭借收付汇指

令即可办理业务，大大缩短了业

务办理时间，提升了工作效率，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济宁某农产品企业因出口

金额小、单据笔数大、工作人员

短缺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莱商银

行济宁分行为其申请了贸易外

汇收支便利化资质，结合银行出

口应收账款池融资业务，为其放

款369万美元，缓解了企业因出

口采购农产品资金短缺的局面，

延长了贸易融资期限，提升了企

业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在线化、

无纸化方式，优化单证审核方

面，企业实现了外汇收支“秒申

请、分钟办”，显著降低了企业外

汇结算所需的人力成本，大大提

升了出口收汇结汇效率；企业签

订合作办理远期结汇协议，锁定

远期汇率，以优于柜面等传统渠

道的价格询价成交一笔30万美

元的远期结汇业务，有效避免了

汇率波动对企业造成的额外财

务成本。同时在相关业务的办理

过程中银行按照“应降尽降”原

则，减免了业务的评估费用和部

分保险费，降低了企业财务成本

负担。

创新开发供应链金融产品

缓解外贸企业境内采购压力

莱商银行基于核心企业应

付账款开发“线上供应链保理融

资”产品，依托核心企业及其上

游链属企业之间真实的应付账

款背景，为链属企业提供保理融

资，从而缓解核心企业资金压

力。

济宁某农产品出口企业为

当地龙头企业，其上游链属企业

众多，通过了解得知客户由于境

外回款周期长等原因出现流动

资金不足情况，且应付账款较

多，企业经营压力较大。莱商银

行济宁分行为其核定900万供应

链专项授信额度，为其上游链属

客户办理线上供应链保理融资

业务，缓解了核心企业应付账款

压力，同时支持了一大批上游链

属小微企业。

下步，莱商银行济宁分行将

紧跟外汇局政策导向，持续落实

好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济宁市分局“优汇服务进万家”

主题活动要求，践行社会责任，

聚焦策应外汇发展新业态，充分

释放政策红利，切实满足实体经

济新需求，为外贸企业提供全方

位、高效率、低成本的跨境金融

服务，助力济宁外贸行业高质量

发展。

莱商银行济宁分行推进“优汇服务进万家”

高效助力外贸企业“逐浪出海”
张夫稳 通讯员 穆姗姗 葛星 济宁报道

莱商银行成立于2005年7月，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设立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2006年6月正式开办外汇业务，是全省第
四家开办外汇业务的城商行。多年来，莱商银行坚持走规范发展、改革
创新、文化兴行、品牌竞争之路，逐步成长为一家区域性品牌银行。

莱商银行济宁分行自2013年开业以来，始终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中小企业为宗旨，服务外汇客
户超过200家，累计实现国际结算业务量约20亿美元，为实体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结
算支持和融资支持。今年以来，莱商银行济宁分行深入开展“优汇服务进万家”外汇政策宣传活动，持续深
化外汇政策传导落实，全力护航外贸企业“逐浪出海”，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贸工作。

汶上农商银行

金融“活水”浇灌美好“姜”来
走进汶上县次丘镇高庄村

的生姜农场种植基地，郁郁葱葱
的姜苗长势喜人，嫩白生姜在姜
苗根部顶土发芽，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辛辣清香。“栽种时一米
距离要放置五棵姜种，这样长出
来的生姜才个头大、产量高。”看
到前来做贷后调查的汶上农商
银行客户经理，种姜大户刘大哥
热情地招呼他们看姜苗的长势。

种姜之前，刘大哥种过地、打
过工……用他的话说，“干的都是
吃苦卖力气的活，一年到头也挣
不到几个钱。”几年前，他了解到
生姜收益不错，便萌生了种植生
姜的想法。种植生姜首先要包地、
买种子、买肥料，前期需要投入大
量资金，这让刘大哥犯了难。

一筹莫展之际，正值汶上农
商银行开展驻村办公，客户经理
走访中了解到刘大哥的情况，立
即通过手中的移动PAD为其采
集了信息，通过筛选前期导入系
统的整村授信名单和农户清单，
确定刘大哥为白名单客户，现场
授信15万元“信E贷”，省去了传
统担保的繁琐手续，只需通过手
机银行APP几步操作资金就到
账了，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有了农商行这笔启动资金
支持，刘大哥有了致富底气，他
的生姜种植事业渐渐步入正轨。

他利用这些资金引进了先进的
种植设备和优质的姜苗，生姜种
植规模从几亩扩大到近百亩，并
使用上了滴灌技术。从当初自己
单打独斗，到向其他村民传授种
植经验，带领大伙一起干，刘大
哥的“生姜致富梦”已成为全村
种植户共同致富的美好愿景。

今年6月份，刘大哥乐呵呵
地拿着刚与村委签订的土地承
包协议开始盘算着新的种姜计
划。“今年大姜收益很可观，我打
算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咱农商行
一直是我发展路上坚强的后盾，
现在我的姜田越做越大，生活也
越来越好，这都离不开汶上农商
银行的支持！”

近年来，汶上农商银行始终
坚守“支农支小”的服务定位，推
动金融资源向特色产业倾斜，全
面精准提供金融服务和信贷支
持。坚持客户经理驻村办公常态
化，将智慧营销系统应用作为描
绘客户画像的“神兵利器”，把

“四张清单”走访作为服务客户
的强力抓手，扎实推进无感授
信，依托“云商圈”对辖内商户逐
户建档、定期回访、构建线上线
下联动的服务平台，不断探索创
新金融服务新模式，为助力乡村
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通讯员 王慧 刘倩倩)

全县医养结合(康复)技能竞赛举办

梁山县中医院17人获奖

近日，由梁山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总工会、县卫生健康
局联合举办的“技能状
元”职业技能大赛———
全县医养结合(康复)技
能竞赛在该县中医院
举办。

竞赛由综合笔试
考核和技能操作组成，
笔试考核理论题型丰
富，内容涉猎广泛，技
能操作包括物理治疗、

作业治疗、言语治疗、
吞咽治疗、中医传统技
术治疗 5个亚专业项
目。比赛中，每个亚专
业分别设立个人一等
奖1名、二等奖2名、三
等奖3名、优秀奖和组
织奖若干名。经过激烈
角逐，梁山县中医院荣
获一等奖4名、二等奖5
名、三等奖8名，共计17
人获奖。

(通讯员 崔立宝)

济宁市中医药人才“金银花”培养对象公布

梁山县中医院3位医师入选

近日，《2024年度济
宁市中医药人才“金银
花”项目培养对象人员名
单》公布，梁山县中医院3
位医师成功入选。

济宁市中医药人才
“金银花”项目旨在打造具
有济宁特色的高层次卫生
健康体系，为群众提供更
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该
项目以全面提高和重点培
养相结合，选拔培养一批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及其师
承人员，将为健康济宁建

设提供人才支撑。
在公布的名单中，梁

山县中医院脑病科主任
冯艳艳入选中医药学科
带头人培养对象，针灸推
拿科刘天凯医师、肿瘤科
吴娅楠医师则入选了中
医药中青年骨干培养对
象。此次3人入选，进一步
彰显了梁山县中医院重
视人才培养的理念，也为
学科建设及临床研究的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讯员 吴文爽)

全县临床检验技能竞赛举办

梁山县中医院检验科获佳绩

近日，梁山县临床
检验技能竞赛在县卫
生健康局顺利举行。梁
山县中医院检验科秦
瑞瑞、代艳敏、王晴三
人代表医院参加比赛
并获奖。

赛前，梁山县中
医院检验科对三名参
赛 员 工 进 行 系 统 培
训，制定学习计划和
技能操作指导。三名
参赛员工积极进行理
论知识巩固学习和技

能操作练习，在大赛
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秦瑞瑞荣获全县一等
奖，代艳敏荣获全县
二等奖，王晴荣获全
县三等奖。

下步，梁山县中医
院检验科将继续加强
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和水平，为群众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
服务。

(通讯员 潘琰凤)

全县健康科普作品创新创意大赛

梁山县中医院收获颇丰

近日，梁山县卫生
健康局联合县总工会举
办了2024年梁山县健康
科 普 作 品 创 新 创 意 大
赛。

梁 山 县中医 院 积
极 响 应 、热 情 参 与 ，在
创 新 创 意 大 赛中荣 获
多 个 奖 项 。其中，医 院
脑 病 科 何 露 荣 获 一 等
奖，八楼病区毕雯雯荣
获三等奖，康复科郑泽
冲荣获优秀奖，梁山县

中医 院 荣 获 优 秀 组织
奖。

下一步，梁山县中医
院将继续扎实推进健康
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围
绕群众健康需求，深入挖
掘健康科普宣传潜力，将
听得懂、记得住、学得会
的健康科普知识送到群
众身边，为全县卫生健康
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

(通讯员 张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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