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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金融·行业

一边是求贤若
渴的金融资本“洪
流”，一边是种粮
大户、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融资“旱田”，
如何引水入田、润
泽现代农业？

2013年以来，
顺应全市现代农业
快速发展的金融需
求，人行济宁市中
支多措并举，积极
打造以加快金融创
新为核心、以加大
政 银 农 合 作 为 保
障、以提升金融服
务 水 平 为 目 标 的
“三位一体”工作
平 台 ， 引 导 金 融
“活水”流向现代
农业，不断探索金
融支持现代农业发
展工作的新途径、
新方式。

截至2013年7月
末，济宁全市涉农
贷款余额1331 . 6亿
元 ， 比 年 初 增 加
127 . 1亿元，增幅达
10 . 6%，高于全市
贷款平均水平2 . 1个
百分点；占全部贷
款 余 额 的 比 重 达
61 . 6%，同比提高
2 . 4个百分点。

搭建平台
多层修筑金融“水渠”

“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是
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
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人民
银行济宁市中心支行副行长林
飞说，“考虑到解现代农业资金
之‘渴’，关键在于修筑引水入田
的新‘水渠’，我们就确定了以

‘进一步加大政银农合作力度、
破解金融支农的关键制约因素’
为突破口，积极搭建政银农交流
合作平台，推动市政府成立济宁
市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政府主
导、央行推动、涉农主管部门和
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工作体系。

2013年5月，人行济宁市中支
全面启动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加
快发展工作，制定印发《关于金
融支持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指导
意见》。意见提出了金融支持现
代农业发展总体目标，力争到
2 0 1 4年末实现创新涉农信贷产
品、深化银保支农合作、支农金
融规模的“三个突破”，并通过制
定两年攻坚规划、选取嘉祥县作
为农村金融创新示范县、确定各
县市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加快发
展的试点产品名单等一系列措
施，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6月，人行济宁市中支在全
省率先开展“送金融服务进村社
企”活动，组织金融机构深入农
村、社区、企业积极开展涉农金
融产品的宣传。

7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
展“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宣传月”活动，各金融机构运用
设置宣传展板、L E D 屏滚动展
示、报纸、电视、网站等多种渠
道，精心组织开展一批有特色、
有影响、有实效的宣传活动，有
效推进了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
的延伸。

8月，组织政府涉农主管部
门和涉农金融机构召开“济宁市
金融支持现代农业政银农合作
对接会”，就当前金融支农工作
情况和关键节点进行对接磋商，

为融资机制设计、加快金融创新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济宁市县两级正在积
极整合构建涵盖农林牧副渔产
业、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
规模以上现代农业组织等项目
资料库，为下一步银农对接做好
充分准备。

水到渠成
金融创新花香满园

人行济宁市中支坚持“稳步
扩大成熟模式、积极探索创新路
径”的原则，重点实施“三大模式
倍增计划”、农村金融产品创新

“1+1”品牌建设等活动，鼓励各
级金融机构以推动农村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为着力点，努
力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三农”
金融服务需求。2013年以来推广
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品种
金融产品9种，贷款余额达到38 . 9

亿元；发展创新金融产品1 7种，
累计办理 9 3 2笔，发放金额达到
3 . 1亿元。

各家大型商业银行积极探
索“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

“企业+家庭农场”等农业全产业
链支持模式，加大对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特色畜牧养殖业、种
植业的支持力度，助推现代农业
转型升级。

面对“农字号”企业“融资
难”，农行济宁分行不断创新思
路，想方设法“造血”、多管齐下

“输血”。针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菱花集团有限公
司10年投资40亿元的“退城进园”
规划，充分考虑企业无形资产占
比较高的实际，签订《银企合作
协议》，制定出知识产权质押的
贷款方案，作为牵头银行向山东
菱花集团发放项目贷款 5亿元，
这笔贷款是济宁市第一笔银团
贷款，也是山东省首笔以专利权
质押为担保方式的贷款。此项目
贷款充分利用了企业自身资源，
又尽量压缩第三方担保，降低企
业互保的潜在风险，也从源头上
解决了龙头企业大额贷款担保
难的问题。

济宁全市农信系统充分发
挥支农主力军的积极作用，加快
推进信用联盟、林权抵押贷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等成熟模式，争取两年内实现贷
款余额和支持户数翻一番。截至
2013年7月末，三大模式贷款余额
达到68 . 2亿元，同比增长51%；支
持户数达到6 . 1万户，比年初增加
0 . 9万户。其中信用联盟模式获得
“农信银杯”中国农村金融品牌
价值榜-十大品牌创新产品。

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
组织作为“三农”金融的生力军，
充分发挥决策独立、经营灵活的
优势，积极开发贷款新品种。嘉
祥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目前已办
理8笔、金额32万元的“欣农贷”，
有效激活蔬菜大棚、农民自住房
等抵质押资源。

银农合作
共谱金融惠农华章

“以前我们种地都是单打独
斗，现在成立了联盟，我们种粮
大户也有了组织了！”兖州市新
兖镇种粮大户杨永彪兴奋地说。
2013年7月31日，在全市农业部门
与金融部门的牵头下，兖州市首
个吸纳40多家种粮大户的信用合
作联盟成立，它是种粮大户自我
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非
营利性组织，通过现代信息、技
术、新型农机等资源的共享和粮
食生产贷款担保服务 ,有效地突
破了“贷款难和信息交流不畅”
这两个制约种粮大户发展的最
大瓶颈。

资金问题一直是种粮大户
们扩大再生产的一个绊脚石。
“像我们本身有一定实力的或
者干着企业的还可以 ,一般种粮
大 户 的 去 银 行 贷 款 很 难 贷 下
来。”杨永彪说，对于银行、
保险公司来说 ,农业受自然灾害
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太大，投
资风险高，农业贷款或者保险
一直以来都是金融保险机构不
愿深入涉足的领域，而且抵押
担保门槛高、贷款审批环节多 ,

这就间接导致部分种粮大户资

金链萎缩，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降低。联盟把金
融机构、信用联盟和种粮大户
三方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使
种粮大户得到更有效的金融支
持。

缺乏信息也容易给种粮大
户带来损失。“我去年认识一个
种粮大户，他的小麦当年卖的
1 . 13元一斤，我卖给嘉祥的一个
种子公司，价格是1 . 26元，一斤多
了1毛3，几百亩地，差了好几万
元，就是因为他的信息少。”杨永
彪说。不仅是价格信息，在农机
购买、新技术应用、销售渠道等
方面，资源的共享都能更好地减
少生产成本，提高种粮大户的收
益。

“加入联盟，联保贷款利率
少上浮10%，信用比较好的，第二
年少上浮20%。”农信社济宁办事
处业务管理科科长李国宁介绍
说。根据《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农户信用联盟信贷服务
宣传单》的内容显示 ,普通联盟
(相对于星级联盟)会员首次授信
贷款利率较非联盟会员少上浮
10%；获得年度星级信用联盟的 ,

每提高一个星级 ,会员贷款利率
可在原来联盟会员贷款利率基
础上 ,给予少上浮10%的优惠。联
盟达到AAA级时 ,可给予3 0%的
利率优惠 ,即少上浮30%。另外在
联盟内 ,实行统一粮食生产技术
规程、统一生产资料购进、统一
机械调剂使用、统一优良品种、
统一粮食销售、统一信息服务。
据测算，这种资源共享式的服务
将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种粮大
户亩均可增收400元。

据了解，目前这种“抱团发
展、互惠互利”的信用联盟模式
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全面铺开，全
市农村经济呈现农业持续稳定
发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
良好局面。今年上半年，全市农
林牧渔增加值达到185亿元，增长
3 . 3%；农民人均现金收入6795元，
增长13 . 7%。金融“活水”的注入，
必将使现代农业之花在孔孟之
乡的大地上绽放新姿。

本报讯 (通讯员 魏迎 )

近期，汶上县气温持续降低到
零度以下，为积极应对严寒低
温天气，做好年终安全生产，
日前，汶上县供电公司积极行
动，开展寒冬安全生产提升活
动，全面敲响岁末安全警钟，
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该公司积极制定多项举措，

切实提升安全管理工作。严格作
业现场“两票三制”执行情况，
工作票填写、工作票签发、工
作票接收每一步骤都要强化刚
性管理，确保作业现场无违规
行为。积极推进标准化作业，
把标准化建设要求落实到工程
建设的全过程，严惩违规作业
行为。落实隐患排查治理闭环

管理，实现对工作中出现的各
类危险点和隐患点的“预控、
可控、在控、能控”；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把安全责
任 落 实 到 每 个 岗 位 、 每 个 员
工，坚持到位履职机制，加强
过程管理，强化施工过程重点
环节管控和监督，加强设备运
行风险评估分析，全力抓好施

工安全措施的落实。针对寒冬
气温低、地面结冰、雨雪严重等
客观现状，专项开展冬季安全生
产特训工作，对施工人员的现场
作业和安全防控提出更严格的
要求，筑牢员工安全生产的意
识；定期组织安全警示教育，提
醒全体员工在做好防寒保暖的
同时抓牢安全生产不放松。

汶上供电：

全全力力攻攻坚坚寒寒冬冬安安全全生生产产

本报记者 张夫稳

通讯员 蔡祥玉 尹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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