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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农村

打造农民朋友贴心银行

为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积
极推动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工具
的应用普及，切实解决农村地区普
遍存在的小额资金提现难问题，努
力将安全、经济、方便的现代化金
融支付手段快速延伸到农村地区。
截止2013年3月，邮储银行济宁市
分行在全市所辖网点服务范围的
行政村，共建设“便民金融服务站”
2024处，将国家的各项惠民政策、
保障措施及时有效地落实到位，用
优质高效的服务履行邮储银行亲
民惠民、为政府分忧的社会责任。

同时，自2009年10月国务院开
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
作以来，邮储银行济宁市分行认真
落实济宁市委、市政府的新农保政
策，履行支持“三农”的政治承诺和
服务宗旨，代发农保资金累计近70

万人次，月代发金额近5000万元，
并凭借优质、贴心、便捷的服务被
广大农民朋友亲切称赞为“百姓银
行”、“贴心银行”，连续两年荣获济
宁市政府“支持三农发展贡献奖”。

扶小助微

打造小微企业伙伴银行

作为一家定位于服务城乡大
众、服务社区、支持三农的零售银
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邮储银
行具有网点多、覆盖面广、切入基
层深、零售客户储备多的特点。近
年来，邮储银行高度重视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工作，借助特有优势，将
服务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农户
的信贷业务确定为全行核心、长期
的重要战略业务。

为帮助小微企业发展破解“融
资难”和“融资贵”的困局，邮储银
行济宁市分行持续加大对小微企

业的信贷投放力度。自业务开办以
来，邮储银行济宁市分行小企业贷
款累计发放近5亿元，个人商务贷
款累计发放近28亿元，多次组织开
展“联手助企促发展，破解中小企
业融资难”、“合作共赢银企对接
会”等活动，并积极引导各县市区
支行组织参与当地政府开展的相
关银企对接活动。同时持续深化与
中小企业局、工商局、农机局、团市
委等部门合作，及时捕捉市场需求
信息，进一步拓宽路子，助推企业
发展。

同时，邮储银行济宁市分行还

不断加强业务创新，着力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邮储银行济宁
市分行快速推进了动产质押贷款
业务，稳步扩大船舶抵押信贷规
模，全面铺开林权抵押贷款业务，
与民生银行深化合作，发放小企业
保函贷，大力支持济宁县域地方特
色经济的发展。目前，该行正在创
新开办的市场方担保、应收账款质
押、应收账款质押、大蒜质押、“联
贷通”、农机供应链融资等业务品
种，力争批复后为济宁市小微企业
做大做强提供支撑。

创新开办票据贴现业务，满足

客户多样化金融需求。自开办票据
贴现业务以来，邮储银行济宁市分
行先后为193家企业提供融资服
务，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达到80%以
上，累计办理贴现882笔，金额72 . 11

亿元，为济宁市中小企业开辟了更
加便捷的融资渠道，为急需融资企
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广泛的资金
来源。

倾心三农

打造县域经济主力银行

邮储银行济宁市分行积极响
应市政府提出的“县域经济倍增计

划”，努力探索服务三农发展的新
做法、新思路，加大对县域重点建
设项目、县域特色产业、城镇化建
设项目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在全市
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
等方面起到了金融骨干和主力军
作用。

不断加大“三农”信贷投放
力度，立足邮储银行定位，济宁
市分行已累计发放支农小额贷款9

亿多元，并针对特色市场和产业
集群，积极申报调整小额贷款产
品要素，提高额度，加大投放力
度；积极响应市政府“鼓励农民
工外出就业、返乡创业，持续提
高财产性和工资性收入比重”的
号召，与人社局共同主办“邮储
银行杯”青年创业大赛，用实际
行动支持失业人员、毕业大学生
成功创业。

同时，邮储银行济宁市分行
还不断加快再就业担保贷款投
放，全辖10县市区支行累计发放
3000万元，为大幅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
入，建设现代化农业提供支撑；
针对特色市场和产业集群，积极
申报调整小额贷款产品要素，提
高额度，加大投放力度。

响应政府号召，开展精细营
销工作。近年来，邮储银行济宁
市分行逐步摒弃简单粗放的营销
模式，扎实开展链式开发和精细
营销。在行业上，选择国家产业
和环保政策鼓励、具有较强生命
力和高成长性、高科技含量的行
业；在产业链上，选择处于重要
产业链上下游、为优绩大型企业
提供配套协作服务的小企业；在
客户品质上，重点选择经营有特
色、产品有市场、经营效益好、
信用等级高的小企业，现已初见
成效。

心系三农惠民生 扶小助微践行动
近年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济宁市分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大局，坚持服

务城乡大众、服务社区、支持三农的零售银行定位，密切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锐意进
取、务求实效，不断优化信贷投放结构，提高支农比例，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将银行资产业务、地方经济增长亮点、企业的金融需求紧密结合，实现银政、银企和
谐发展。

□本报通讯员 狄景峰 孙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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