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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1月 20日，站在睢县蓼堤镇陈菜园村南地头，远远望去，冬雪融

化后的麦田绿油油，好像平铺的绿色地毯。

陈菜园村位于蓼堤镇东南3公里，全村耕地2465亩，599户216人，

人均耕地1.14亩。从2015年开始，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先后引进投入

资金超千万元，为村内修建道路，安装路灯、摄像头，建设微型消防站，新

建村小学教学楼，建成村文化体育广场、篮球场和文化书屋等设施。

该行驻陈菜园村第一书记张磊告诉记者，他是行里派驻的第三任

扶贫干部，为进一步加快产业发展，驻村工作队在多方考察基础上，建

厂房、买设备，加工生产小磨香油，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

目前，村里正稳妥推广大田托管项目，即农户把土地经营权托管给村

集体，村委的集体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由群众代表组成的生产小组

负责组织动员土地托管和田间生产管理，由富有经验的大田管家负

责引导生产、巡田反馈和土地看护，把多方有效力量拧成一股绳。

“我负责的8亩3个大棚，夏季种彩虹西瓜、美都西瓜，秋季种芹

菜、花菜，每年收入比外出打工高得多，日常还能照顾家。”青年党员

陈海东告诉记者。

去年，驻村工作队组织种植大户召开土地托管恳谈会，外出学习

土地托管经验，成立村集体种植合作社，搭建“农户+村集体合作社+

生产小组+大田管家”的生产组织构架，采用“保底收益+二次分红”

的利益联结模式运营托管农户的土地，目前已实现土地托管 125

亩。托管土地便于开展机械化连片作业，降低了单户经营成本，解放

了劳动力；托管土地面积大，粮食产量高，可提高销售溢价；农户分红

收入有望翻番，大田管家通过种田技能增加收入，村集体经济也有稳

定收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举多得。

村里72岁的老人李世昌告诉记者：“我托管村集体近7亩土地，

往年收入4000元。今年的这场雪来得及时，小麦长势喜人，收入有

望翻番。”

大田管家苏香丽也算了一笔账，她管理着6家农户托管的53亩

地，按合作社要求负责种、管、销环节，今年有望增加收入1.3万元。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幼有所育幼有所教”的美好生活在陈菜园村

正逐渐成为现实。现在，每到逢年过节，驻村工作队都会对村里近百位

80岁以上老人及困难群众进行慰问。85岁的村民陈广雷见人就说：“我

们享了中国银行的福。”陈菜园村幼儿园里，周边4个自然村的100多个

孩子都在这儿上课，每天有校车接送，入托难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8年来，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围绕种植、

养殖两大产业开展工作，推广肉牛、肉鸡、蛋鸭养殖，援建300亩大棚

种植蔬菜、西瓜等，新打机井39眼，新建保鲜仓300立方米、交易市

场1000平方米，帮助146户近500人脱贫，带动近50名种植能手致富，村集体年收

入不断提升，注册“陈菜园村”瓜蔬品牌，已形成“养殖—有机肥—瓜果蔬菜种植—秸

秆饲料养殖”较为完整的绿色产业链。

目前，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驻村工作队正在筹划改造全村新能源路灯，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谈到未来规划，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驻村第一书记张磊充满信心

地表示，将继续加大帮扶村大田托管农耕机械、基础设施投入，增强村集体造血能力和

增加村民收入分红，助力陈菜园村走上乡村振兴道路。（本报记者 杨青 通讯员 乔晗）

“感谢农行的贷款支持，更坚定

了我将辣椒经销产业做大做强的信

心。”柘城县董征军对农行商丘分行

的金融服务赞不绝口。

据了解，董征军在柘城县从事辣

椒、大蒜等农副产品收购，年销售收

入达 1900 余万元。今年，董征军需

要更多资金扩大经营。农行柘城县

支行了解其需求后，协助他申请了50

万元的纯信用农户贷款，为他送去了

“及时雨”。

董征军只是农行商丘分行农户

贷款业务的众多受益者之一。近年

来，该行以农户贷款为重要抓手，全

面打造县域和乡村振兴领军银行。

截至去年末，该行农户贷款总量达

38.31亿元，较去年年初增加19.08亿

元，同比多增 11.32亿元，总量、增量

均居系统内前列。

通过持续抓好农户信息建档，筑

牢高效发展根基。该行员工主动走

村入户开展农户信息建档，建立金融

信息档案后，农户即可线上申请贷

款，最高额度可达50万元。目前，该

行已累计实现有效建档行政村近

3790个、建档农户3.73万户。

通过聚焦重点客群，实现农户贷

款的精准发放。该行围绕地方主流

支柱行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创新推出

“一县 N 品”方案，将粮食、农资、烟

商、畜牧养殖以及柘城辣椒市场、310

农贸市场等重点专业市场列入“一县

N品”，将信用贷款额度最高提升至

50万元。目前，该行累计投放特色产

业和专业市场贷款超18亿元，惠及农

户约6500户。

大力发展抵押类和省农担担保

类贷款，有效满足客户的多样化大额

融资需求。截至 2023年 12月末，该

行抵押担保类农户贷款总量 9.55 亿

元，占比 24.93%，较去年年初增长

6.02亿元。 （娄浩然）

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全力守护中原粮仓

“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

的十分之一，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总产

量四分之一。坚决守护好中原粮仓，作

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责无旁贷。”1月

14日，农发行河南省分行负责人表示。

粮食生产是河南的一大优势，也是

河南的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

不能丢。2023年以来，农发行河南省

分行累计发放粮棉油贷款274亿元，支

持粮油收购471亿斤，贷款余额稳居全

系统第二位。

2023年夏收期间，河南出现大范

围持续阴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小麦仔

粒萌动、发芽的情况，抢收、保收任务迫

在眉睫。农发行河南省分行迅速出台

支持收储受损小麦的信贷政策，加

班加点开展办贷工作，最大限度维

护种粮农民利益，向政府指定的110

家收储企业投放贷款77亿元，获得

社会各界高度认可。秋收时节，该

行又先后派出3个秋粮收购信贷工

作调研组下沉一线，召开秋粮收购

银企座谈会，及时研判秋粮市场行

情，掌握企业融资需求，为70家企业

审批授信额度85亿元，完成贷款投

放32.74亿元。

为及时足额筹备粮食收购资

金，做到“钱等粮”，该行创新信贷支

持路径和模式，联合有关厅局筹建

河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

金，加快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

金推广和应用，目前已筹建信保基

金33只，规模达19.52亿元，并通过

“定购贷”“订单贷”等成熟的供应链

模式全力支持企业收购。

落实“两藏”战略
积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1月15日，站在商水县7万亩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的田埂上放眼望

去，无际的麦田绿波荡漾，瑞雪过后

的麦苗正在努力生长，焕发着勃勃

生机。这些田块原本高低不平、坑

坑洼洼，在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的贷

款支持下，如今成了旱能灌、涝能

排、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

的高产稳产田。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积极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进农

业生产高质高效，保障重要农产品

有序供给，有力推进耕地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与提升，全力

守护中原粮仓多产粮、产好粮、卖好

价。

该行围绕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

设、全域国土综合整治试点建设等，

2023年，累计发放农地类贷款110亿

元。其中，一体推进“投、融、建、运、

管”，支持商水、叶县、兰考等县高标

准农田项目 13个，累计发放贷款 32

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272万亩，支持

建设亩数和投放贷款量分别占全省

金融机构的 80%和 90%。该行还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选定28个省

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重点

推进，投放农地类贷款40亿元。

该行围绕国家出台的种业振兴

行动方案、“中原农谷”建设和生物育

种中心安排，全力支持种业平台建

设、种业企业扶优、良种繁育能力提

升，“十四五”以来，累计发放种业全

产业链贷款31亿元。

与此同时，该行审批设施农业贷

款130亿元，支持建设设施农业园区

36个，打造兰考奶牛、宝丰珍稀菌等

一大批特色产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持续把更多的增值效益留在农

村，支持的兰考万头奶牛“土地+园区

贷”入选农业农村部支持产业园区典

型案例；围绕河南新型城镇化战略，

投放城乡一体化贷款168亿元，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贷款162亿元，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贷款 52亿元；助力河南

“丰”字形水系生态格局建设，储备水

利项目 90余个，完成投放贷款40.64

亿元，贷款余额 180.27亿元，支持的

濮阳“丹江水润清丰”城乡供水一体

化项目被水利部通报表扬；聚焦美丽

低碳森林绿色河南建设，累计投放绿

色贷款143亿元，有力支持了全域示

范村、黄河廊道生态保护和国家储备

林基地建设。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宜阳县莲庄镇陈宅村是曾经的

贫困村，如今有了新面貌。

2023年 11月 16日，记者来到宜

阳县莲庄镇陈宅村，整齐排列的徽派

建筑，随处可见的鲜花绿植，再加上

一条条蜿蜒的石渠，潺潺流水推动着

水车悠悠转动，恍惚间，如同来到了

江南水乡。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探索“土地+”

信贷支持路径，为全省脱贫村提升提

供了“宜阳模式”。

“十四五”以来，该行聚焦38个脱

贫县、4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1个定点帮扶村和 62个大中型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等，抓好定点帮扶、

“万企兴万村”等重点任务，累计投放

巩固衔接贷款1148亿元，带动服务脱

贫人口250万人次。

从太行山脉到黄河滩区，从文旅

项目到扶贫搬迁，处处都有农发行河

南省分行积极支持的身影，金融活水

浸润之处，乡村振兴底色愈发明亮。

该行投放精准帮扶贷款 860 亿

元，占全行各项贷款投放的40.13%；

向38个脱贫县投放贷款613亿元，实

现全覆盖；投放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贷款85亿元，覆盖全省大中型安置

点56个，占比达91%；投放农村流通

体系建设贷款28亿元，有力促进了农

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充分发挥金

融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关键支撑作

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

景正在实现。

（本报记者 孙玮 通讯员 王帅）

1月 22日，农行淇县支行营业室

成功堵截一起电信网络诈骗，为客户

避免了5万元的经济损失。

据了解，当天，该营业室即将停止

营业时，一名客户神情紧张地进来表

示着急转账，要求大堂经理立即帮其

办理。大堂经理刘瑞超询问客户是否

认识对方，并向客户核实转账用途。

客户称自己做服装生意，需要向对方

转一笔货款，但并不认识对方。

刘瑞超立即提高警惕并继续追

问，该客户只好将自己同对方的聊天

记录打开，告知刘瑞超对方是自己在

网上进行所谓的“储蓄存款”购买数字

货币时认识的，之前自己已向对方付

过1万元定金，现在为了要回定金，自

己需再转给对方5万元。

刘瑞超综合分析后认定该客户遭

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立刻阻止客户转

账并协助报警，警方赶到后也认定该

客户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刘瑞超为

客户讲解了类似案件的作案手法，提

醒其不要轻信网上所谓的高收益诱

惑，不要向陌生人汇款、转账。

（本报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张志嵩 郭
宁）

“实在是不好意思，让你们加班到

现在，真的太感谢了！”1月18日，灵宝

农商银行营业部副主任王崇海和柜员

潘晓婷、苗梦等人临下班接到一通电

话后，主动加班到晚上 7：30，帮助客

户许某偿还了当天到期的贷款，受到

连连称赞。

许某是灵宝农商银行营业部的客

户，有一笔贷款于1月 18日到期。当

天筹集到还款资金，时间已到了下午5

时，他急匆匆跑到附近营业网点办理他

行转账业务，被告知工作人员已经签退

下班。许某顿时急得满头冒汗，因为当

天还不了贷款，以后就会影响他的征

信记录。情急之下，他拨通了灵宝农

商银行的办公室电话。听到客户的这

番揪心事，办公室一方面联系营业部

紧急安排人员接洽，一方面安慰许某，

嘱咐他带齐相关资料速来办理。

静静等待中，许某风驰电掣般赶

到了营业部。一番查询后发现，许某

的银行卡在他行柜面办理业务受限，

卡中的钱无法即时到账。看着许某越

发急躁，柜员潘晓婷冷静思考，耐心在

系统中查询其手机银行及银行卡的交

易权限，最终发现他的农商手机银行

和银行卡的非柜面业务不受限。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许某询问潘

晓婷等人能否即时顺利扣款，得到肯

定回答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经过周密的方案设计和稳妥的业

务操作，最终许某的资金于晚7：30即

时到账。看到贷款如期偿还，许某连

连表示感谢，同时也为农商行员工的

毫无怨言加班及急客户之所急的做法

点赞。 （齐胜利）

1月 18日清晨，在汝州农商银行民

生支行华予分理处门口，一颗颗大白菜

被有序摞放成梯形小塔，前来领取的居

民排成一条长龙，秩序井然。

这是腊八节当天民生支行开展的

“送白菜 纳百财”活动，相比往年即做即

食用的腊八粥，白菜不仅好保存，而且是

冬日里百姓餐桌上的当家菜，既帮扶菜

农又便民惠民，因此活动一经推出，便得

到了附近居民的一致赞扬。

“以便民惠民为原则，以助力经济为

宗旨，充分发挥各个网点区域特色，与小

商户进行协作，为客户送去实惠，在加大

小额贷款拓展的同时实现小微经济新发

展，这是我们支行今年‘开门红’工作的

主要方向。”民生支行负责人宋晓晓说。

民生支行营业部地处闹市区，周围居

民众多，对即食产品需求旺盛，于是和附

近的老字号烧鸡店达成合作，凡办理贷款

业务并签订合同的客户均可免费领取烧

鸡一只；平安分理处附近多是年轻群体，

智能电子产品使用频次较高，于是与手机

商户合作，凡办理贷款业务并签订合同的

客户均可享受终身免费贴膜服务；华予分

理处附近多高档住宅，车辆数量较多，所以

和自动洗车店达成合作，凡办理贷款业务

并签订合同的客户均可免费领取洗车卡

一张；城垣路分理处附近老年客户居多，

他们对米面油情有独钟，于是和面粉厂家

沟通协调，凡办理贷款业务并签订合同的

客户均可免费领取10斤面粉一袋。

该支行以小额贷款营销为着力点，

既满足客户资金需求，又助力商户和企

业发展，更融洽了银民关系，为广大居民

带来了各项生活福利，真正做到了一举

多得，三方共赢。

截至目前，该支行新增小额贷款授

信196户，全行排名第二，日均贷款新增

1181.10 万 元 ，完 成 当 月 任 务 的

328.08%；新增贷款用信户数91户，完成

当月任务的303.33%。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程曼玉）

1月12日，鲁山县信用联社与

下汤镇紧密对接、通力协作，在下

汤镇王庄村集中开展整村授信活

动，将金融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

宣传页、面对面交流等方式，为群

众宣讲信贷政策、产品种类、申办

流程等金融知识。当大家了解到

通过评级授信可以免费获取授信

额度，作为随用随借、随借随还的

备用金，能够有效避免关键时刻

因“人等资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和麻烦，纷纷积极参与授信。当

天，工作人员共为该村村民授信

110 万元，同时还为该村 100 多

名村民维护了个人信息。

近年来，鲁山县农信联社将

整村授信作为重要抓手，加强与

村“两委”合作，各个放款中心和

客户部门主动上门对辖内有特色

产业的村、镇进行批量授信，大力

支持本地香菇、酥梨等特色种植养

殖业和农家院、民宿等文旅产业发

展，以金融赋能的方式持续擦亮

“中国香菇之都”“中国温泉之乡”

“中国果蔬无公害十强县”等城市

名片，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1月15日，鲁山县农信联社共

发放各类贷款余额达 61.87 亿元。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徐迎辉）

“中原银行济源分行来村里调

研后，很快就进行批复，给村里合作

社发放了200万元贷款，这下我们

村发展集体经济就不愁资金了。”1

月20日，济源思礼镇北姚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姚小兵说。

北姚村为进一步提升村集体

收入，实现村民共同富裕，向思礼

镇申请并获批了鹿茸菇种植项目，

投产后可年产鹿茸菇3000吨，但

由于前期资金短缺，项目遇到困

难。

“思礼镇和中原银行济源分行

进行对接，专门开了银企交流会，

帮助村里解决资金需求。”思礼镇

党委书记于小波介绍说，银行迅速

反应，派专人和村里进行对接。银

行工作人员上门收集资料，认真对

比分析，做出科学评估，最后高效

审批，成功向北姚村经济合作社发

放贷款200万元，解决其资金缺口

问题。

这是中原银行济源分行通过

下乡调研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

2023年以来，在中原银行济

源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唐松立的带

动下，班子成员和主要负责人带领

团队前往思礼镇、轵城镇、梨林镇、

五龙口等乡镇拜访乡镇党委书记、

乡镇长等班子成员，了解管辖范围

内企业、项目、村民的金融需求，

11个山区和平原乡镇各由一名联

络员对接，深入调研产业的生产周

期、产业链、保险情况、客群结构

等，制订专属支持方案，加大对育

种基础性研究、重点育种项目、蔬

菜制种农户的中长期信贷投入，精

准支持农村特色产业发展。

截至2023年 12月末，中原银

行济源分行通过下乡调研对济源

辖区内烟草种植、蔬菜制种、种粮

大户等特色客群投放产业普惠贷、

“豫农E贷”等惠农特色贷款共计

4190万元，普惠型涉农贷款较年

初新增 1.09 亿元，助力乡村产业

发展。

（黄红立 左朝君 马培丽）

汝州农商银行民生支行

营销小额贷款 服务区域商户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

强力信贷支农服务河南经济

农行商丘分行

“一县N品”
惠及众多农户

鲁山县农信联社 整村授信助力产业发展

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农
发行河南省分行秉承“支农
为国、立行为民”的使命，聚
焦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农业现代化、
农业农村建设、区域协调发
展 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六 大 领
域，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充分
发挥当先锋、补短板、逆周期
作用，着力打造“粮食银行”

“农地银行”“水利银行”“绿
色银行”品牌。

“十四五”以来，该行累计
投放各类贷款2311亿元，全力
服务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原银行济源分行 下乡调研确保支持精准

转账赎定金？堵截没商量！

为你不失信，我愿来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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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小故事

今年以来，安阳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抽调业务
骨干组成志愿服务队，为企业送
上量身定制的税惠大礼包，助力
企业奋战“开门红”。图为1月
16日，该局青年税务干部在安
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车间
了解生产经营状况。

毕兴世 范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