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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立足当地实际，
持续加大对特色产业贷款
投放力度，不断培育乡村
发展新动能。

一是支持旅游产业发
展。积极对接生态旅游项
目，依托当地独特的旅游
产业资源，主动与夏津县
后屯村、前屯村等党支部
签订《党建共建协议书》，
支持村庄通过发展采摘
园、农家乐、观光旅游等方
式，在实现自身致富的同
时，带动当地村民致富。积
极对接德百温泉度假村、
德百旅游小镇、中国“一
带一路”桑文化博物馆等
一批旅游项目，探寻旅游
资源，了解旅游项目融资
需求，提供信贷支持，积
极对接县旅游局、乡镇政
府并联合武城、平原等4
家农商行发放项目贷款
2 . 16亿元，用于旅游区道
路、绿化、公园设施等基
础设施建设，为周边16个
村庄、1000余人提供就业
机会，为旅游项目发展奠
定基础。

二是推动桑产业发
展。依托当地桑葚产业独
特区位优势，通过“1+N”
桑产业服务模式，支持旅
游区家庭农场、农民专业
合作社打造桑叶茶、葚果

酒、葚果饮品、旅游观光等
全产业链条，先后为山东
椹树下、禾势兄弟等公司
信贷支持900万元。同时大
力支持旅游区桑农发展采
摘园、农家乐、葚果加工等
产业，不断延伸“桑果”产
业链条。截至目前，已累计
信贷支持桑葚种植户、加
工企业32个，864万元。

三是推动特色产业发
展。支持县域内发达面粉
集团、三生万物科技有限
公司、椹树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等涉农产业发展，
促进优势农业产业做大做
强。依托新希望六和集团
繁育基地优势，创新“公
司+村两委”金融强村模
式，建立绿色办贷通道，
实行限时办结，加快“强
村贷”投放，促进产业兴旺
发展。立足本地资源，支持
郑保屯镇11家羊绒加工企
业、郭寨乡地瓜种植园、白
马湖镇蓝花种植基地发
展壮大。截至目前，发放
各类特色种植产业贷款
12570万元。加大对扬州
白鹅、蓝狐、獭兔等投资
小、污染轻、饲养回报高的
特色养殖支持力度，促进
生态畜牧业发展。目前，已
发放特色类畜牧业贷款
16577万元。

夏津农商银行坚持“四个面向”市场定位，回归本源、
聚焦主业，完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机制，创新金融服务模
式，有力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取得新成效。截至10月末，各项
贷款余额达50 . 54亿元，较年初增长6 . 92亿元，增幅15 . 86%。

该行优化信贷资金投向，助力
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

一是优化农村金融环境。以
“综合金融不出镇，基础金融不出
村”为目标，着力实施行政村基础
金融服务工程。截至目前，设立农
村金融服务点84个，铺设农金通84
台。建立“面对面”营销机制，该行
对“四张清单”客户全部实行上门

“面对面”走访对接，采集客户信
息，建立客户需求登记簿。同时，联
合村两委，建立485个村庄营销群，
定期进行业务宣传及客户维护，为
客户提供金融便捷服务。

二是完善新型服务模式。着力
构建“互联网+金融+农业”服务模
式，发挥“智e购”商城平台优势，建
立生产、销售、消费、结算、融资全
链条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优质生活
用品下乡、农副产品进城。同时，依
托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产品，提

高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可获得性，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普
惠金融体系。

三是加快乡村振兴样板村建
设。持续推进合村并居拆迁工程，
重点支持平安湖社区移民安置住

房回迁，改善乡村生态生活和人居
宜居环境，通过回迁安置贷，切实
保障搬迁人民“搬得出、留得住、能
发展”。截至目前，先后发放“幸福
安居贷”1000余万元。

该行立足乡村振兴战略，扩大
金融支持覆盖面，不断推动乡风文
明走深走实。

一是推动乡村“好家风”。积极
对接县妇联，将“好家风”“好家庭”
等纳入信用贷款范畴，创新信贷产
品，大力推广“好家风信用贷”等特
色信贷产品。与县妇联、县北铺店村
探索建立“好家风共创联合体”。以
党建共建为载体，与县北铺店村党
支部签订党建共建协议，以“好家风
信用贷”等特色产品为抓手，将北铺
店村打造升级为“好家风信用贷示
范村”，建立起覆盖全村的“党建+金
融”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好家庭在信
贷过程中存在的缺乏担保、抵押等
问题。今年以来，该行已累计发放

“好家风信用贷”等各类“好家风”
“好家庭”贷款704户，13 . 31亿元。

二是推动文明村帮扶活动。帮
扶苏留庄镇仁育官庄村、孙贺拐村
等创建文明村，定期开展金融知识
宣讲，切实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
用。截至10月末，先后为两个村庄
开展帮扶活动16次，协助孙贺拐村
成功举办“第二届孙贺拐村广场舞
大赛”。积极打造旅游宣传阵地，组

建旅游区金融宣传小分队，在夏津
县椹果生态文化节等重大旅游节假
日期间，开展金融知识宣讲12场，组
织金融电影放映活动20次，普及金
融知识。以网点为依托，在旅游区域
一对一走访创业人员，实行结对帮
扶，提供项目规划引导、资金帮扶、

“一篮子”金融产品扶持。
三是扎实推进整村授信工作。

通过村委共建共联方式，利用建立

的“四张清单”，深入了解农户需
求、采集信息，建立“3+2+1”队伍。
各支行以3名村中熟悉情况、德高
望重的“老人”，2名客户经理，1名
支行长为队伍，对全辖区农户实行

“背靠背”民主评议，全部采取“白
名单”导入的模式进行授信，提高
农户授信覆盖面。截至10月末，完
成407个村庄整村授信工作，新增
农户授信金额2 . 72亿元。

一是发挥乡村助理服务优势。
选派15名优秀支行长挂职乡镇金
融副镇长职务，选派46名优秀客户
经理挂职村主任助理职务，选派1
名支部书记挂职市派第一书记。挂
职干部以“两重身份、两种角色”强
化与当地镇街党委政府的沟通，持
续完善“四张清单”，利用银行金融
服务优势和地方经济特色，做好结

合文章，实现互利双赢。
二是支持妇女就业创业。为满

足我县乡村妇女生产经营、个人消
费等资金需求，推出“巾帼创业贷”

“鲁担巾帼贷”等信贷产品，对妇女
创办的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
作社等提供鲁担惠农贷。截至10月
末，累计发放巾帼创业贷41户，615
万元；发放鲁担巾帼贷28户，1120万

元，支持60余名妇女创业就业。
三是支持青年就业创业。创新

推出“鲁青基准贷”“乡村好青年
贷”“创业担保贷”等，通过降低准
贷门槛，减少中间环节等方式，让
更多乡村好青年得到资金支持，走
上创业发展路。截至目前，累计发
放各类青年创业贷款383户，6095
万元。 (李宗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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