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民生，为金融消费者撑起“保护伞”

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
将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
为服务社会民生的重要抓手，
不断探索，勇于作为，充分发挥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的作
用，为金融消费者撑起一把“保
护伞”，有效促进了金融环境的
和谐稳定，树立了基层央行良
好的社会形象。

2014年5月10日，市民初先
生为我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协会送来一面锦旗。2012年8月
31日下午，初先生通过邮政储
蓄银行网银向苏州徐先生的银
行账户汇去2000元。他分别汇
出1000元钱，没收到失败的提
示。但徐先生称只收到其中一
笔汇款1000元。另一笔千元汇
款去哪了？初先生多次联系储
蓄银行没结果，他来到人民银
行设立的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协会投诉。接到初先生投诉，协
会积极协调调查，终于查明，
2000元已在不同时间进入徐先
生银行账户。象这样的例子还
有很多很多。

聊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协会协会在山东省率先开通

“12363”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
询投诉电话，在山东省率先制
定《12363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咨询热线电话管理办法》。
协会把消费者的事情当做自
己 的 事 情 ，着 力 构 建 分 工 协
作、高效快捷的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平台，确保申诉受理、
分办处理、跟踪督办、反馈结
果等环节高效运转，为金融消

费者维权提供方便。组织辖区
金融机构签订《聊城市金融机
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承诺
书》，畅通来函、来电、来访等
多种投诉渠道，并将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纳入对各机构的
综合评价。人行聊城市中心支
行充分“3 . 1 5”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全国法制宣传日”、“金
融知识普及月”等平台，与市
工商、公安、司法等部门，联合
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集
中宣传。组织金融机构开展金
融维权知识“走进社区、走进
工厂、走进客户”三走进活动，
与 东 昌 府 向 阳 社 区 、古 楼 社
区、香江光彩大市场、阳谷凤
祥集团等单位举办公益活动，
大力宣传金融知识，积极开展
消费者维权活动。

同时，在各金融机构安装
LED屏、设置咨询台、布放宣传
栏、悬挂横幅，在乡镇助农取款
点、农村金融服务室等场所张
贴海报、摆放宣传折页，开展日
常宣传。广泛普及金融基础知
识，宣传介绍金融消费者的各
种权利义务，以及消费者关注
的热点问题，积极引导消费者
依法、理性维护权益。截至2015
年5月末，协会累计接受金融消
费咨询投诉6 0 0起，其中咨询
329起，投诉271起，全部得到及
时、高效处理，群众满意率达
100%。协会的热情服务，赢得社
会各界赞誉，收到群众赠送锦
旗2面，并受到聊城市政府通报
表彰。

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
立足于风险早期纠正和处置，
未雨绸缪，积极采取多种措施
推动存款保险制度顺利实施。

人行聊城支行创新制定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责
任制度》，建立起一把手为第一
责任人、工作分级落实、金融稳
定工作跨部门协作的责任体系。
组织签订《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
险管理责任书》、《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风险防范责任书》，明确人
民银行对法人金融机构的13项
风险管理责任和9项监督管理内
容、法人金融机构应当履行的9
项义务。

围绕风险早期纠正，该行
出台维护金融稳定承诺、高管
人员谈话、违规经营通报等一
系列制度办法。开展“嵌入式”
风险监测，要求各县(市)支行对
法人金融机构信用风险、流动
性风险进行实时监控。此外，该
行建立起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和
信息交流制度，创办《曲突徙
薪》刊物，指导金融机构合理规
避风险和优化经营策略。采取
文件、专报、会议、座谈等多种
方式，就《存款保险条例》实施
与地方党委、政府部门和监管
部门汇报沟通，进一步凝聚了
金融稳定的工作合力。

多措并举，推动存款保险条例落地

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服务经济服务民生
——— 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引领金融机构服务民生

让金融更好的服务经济服务民生，是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的重要工作。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多措并
举、倾策助力，引领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民生，着力为水城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政策引导 倾情助力

冠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农业龙头
企业，农发行冠县支行、润昌农村商业银行等金
融机构累计发放贷款3亿余元，支持公司在巴西
投资油棕种植及加工一体化项目，包括5万公顷
油棕种植基地、年产30万吨棕榈原油的压榨厂。
项目得到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国家领导人
认可，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专门听取了该公
司董事长方才臣的汇报。“我们企业能发展到今
天，十分感谢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方才臣说。

冠丰种业只是聊城市金融机构支持现代农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来，人行聊城市中心
支行通过多种方式引导辖区金融机构加大对各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支持。出台《聊城市
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工作实施方案》、

《聊城市普惠金融主办行制度》、《聊城市公证抵
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意见、办法。建立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主办行制度，在全省率先召开“金
融支持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推进暨示范县创建动
员会”。推动市政府设立农业科技发展专项扶持
基金，组建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6家，对农业养
殖、政策性创业、新农村建设等进行融资担保。
目前注资达100100万元，累计为120名农民提供
担保4912万元；为涉农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
93592万元。2015年4月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1229 . 92亿元，占全部贷款的68 . 80%，同比增长
17 . 70%，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幅1 . 70个百分点，
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完善环境 优化服务

高唐县三十里铺镇王架子村以生产富硒梨
而知名，已经获得国家绿色无公害产品资格
认证。王长友在高唐县农村信用社贷款30000

元，加上自有资金，种植了4亩富硒梨，每亩收
益在3万元以上，是一般种植项目的10倍。“我
凭信用证就拿到了贷款，不仅手续简便，而且
利率也比较低。”王长友说。

为有效助推全市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人行
聊城市中心支行积极采取多种措施，着力营造
农业发展的良好金融环境。该行积极推动引进
沪农商村镇银行、青隆农商行等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日趋完善。积极为银
行、农业企业合作穿针引线，仅2013年以来，即
与市农委联合召开聊城市首届农金对接洽谈
会、北京金融企业家(聊城)恳谈会、聊城市金融

创新服务大会等对接会3次，累计签约融资协议
达101 . 63亿元。此外，该行在辖区推动开展“金
科惠农”活动，建立人行，财政、科技、农业、涉农
金融机构组成的金科惠农联席会议制度，要求
金融机构为纳入“金科惠农”工程范围的企业、
合作社和农户，开辟授信审批、贷款发放绿色通
道，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并实行优惠利率，比同
类贷款少上浮30%。

产品创新 激活池水

润沃蔬菜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种植人参果、
黄瓜、西胡等为主的专业蔬菜公司，2014年3月，
公司扩大种植规模，以冬暖式大棚作为抵押物，
从莘县农商行获得贷款32万元。公司经理窦燕
武告诉记者，大棚抵押贷款使蔬菜大棚这一“沉
睡”的资源变为能够抵押变现的资产，成为随时
可以取兑的“绿色银行”，为菜农带来了很大的
方便。

人行聊城市中心支行引导辖区金融机构，
结合农户和涉农企业经营特点深化金融创新，
专门印发了《聊城市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评选活动办法》，仅2014年度，辖区金融机构即
推出针对农户、农业企业的创新产品27项，累
计办理贷款111 . 3亿元，有效满足了新型农村
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莘县农商行推出的大棚
抵押贷款、绿色产业链贷款，茌平农村信用社
推出的公证抵押贷款，聊城农商行推出的农村
宅基地抵押贷款、润昌农商行推出的粮贷通
宝贷款等，盘活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无权
证资产，为不同经营主体融资提供了便利；齐
鲁银行聊城分行、沪农商村镇银行临清支行
及辖区8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开办了直接以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贷款业务，截至
2 0 1 5年4月末累计办理贷款2 . 9亿元。潍坊银
行聊城分行成功办理首笔林权抵押贷款业
务，为高唐县冠泉果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发放贷
款300万元。

目前，我市高标准农田占比达到87%，居山
东省第一位；全市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7%，“三
品一标”总数达到800个，基地面积达到443 . 5万
亩，名优特色产品多次亮相西班牙、香港等国际
展会，随着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推进，
聊城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展望
未来。

本报通讯员 梁峰康 陈广福 刘葆华
田旭 记者 王瑞超

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行长刘贤军（右二）到金融知识宣传现场指导工作。 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副行长王武声(右二)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工作。

倾策助力，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现代农业

高标准现代智能温室、菌菜沼一体化双面日光温室、节能型标准化日光温室、钢
管结构连栋拱棚……在20平方公里的聊城现代农业示范园里，列队整齐的现代大棚
里瓜果苗蔬生机盎然，棚外的土地里一样的多彩蓬勃。山东省聊城市是一个传统的
农业大市，该市积极实施“农业龙头带动”战略，致力打造北方平原地区现代农业先
行区，2014年，全市绿色食品增量、增幅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三品一标”总数达800

个，基地面积达443 . 5万亩，先后荣获全国产粮大市、中国蔬菜第一市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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