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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村授信是以行政村为基本单

元，逐村推进，逐户评议，批量授信。

农户有资金需求可直接线上申请，用

款自由，还款方便，极大程度缓解了长

期以来困扰农户的贷款难、抵押难、担

保难等融资难题。几年来，开封农商

银行系统已累计完成1562个行政村、

18.73万户农户的信用评定工作，授信

9.16 万户、金额 54.96 亿元，累计用信

2.93万户，用信余额18.94亿元。整村

授信的推行，为农民群众提供了更便

捷、更灵活的金融支持，增强了广大农

户致富奔小康的底气。

做好特色产业文章
助力农业产业兴旺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为

助力农业产业兴旺，开封农商银行系

统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大局，围绕

市委、市政府发展战略，结合辖内不同

县域的主导产业，坚持“一行一特色”，

通过“小额线上化、小微标准化、大额

项目化”，创新信贷产品，加大信贷投

放，全力支持区域内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大力拓展服务乡村振兴的深度和

广度。

泡桐树被称为“会呼吸的木材”，

兰考人把泡桐制成板材、家具、乐器，

远销海内外，形成了“泡桐经济”产业

链。兰考农商银行主动对接当地特色

产业，推出“农商桐花贷”系列信贷产

品，为该县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截至5月底，兰考农商银行累计

投放资金2.5亿元，为 5家乐器生产企

业、8家板材加工企业、15家家具制造

企业提供了信贷服务，为建设新兰考

作出了农商贡献。

2024年，开封万岁山大宋武侠城

爆火，网友戏称“这泼天的富贵，就看

开封能不能接得住”。汴京农商银行

及时展现本土银行的责任与担当，向

万岁山大宋武侠城投放贷款 2000 万

元，为开封文旅产业发展“添柴加火”，

助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

通许县是“中国酸辣粉之都”，通

许农商银行深入县域内丽星食品、宇

东粉业、上都粉业等酸辣粉企业走访

调研，了解企业资金需求、经营情况。

针对酸辣粉上下游产业链，该行开发

出“酸辣粉农户贷”“酸辣粉商户贷”

“酸辣粉企业贷”等多款信贷产品，多

渠道、多方式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及成

本，加大酸辣粉产业支持力度。截至5

月末，通许农商银行支持酸辣粉产业

链条企业 9家、资金 1473万元。截至

2024年 5月底，该行支持实体经济类

贷款余额16.6亿元。

大蒜种植加工是杞县的支柱产

业，杞县农商银行围绕该县产业导向，

在大蒜种植和深加工上、中、下游各个

环节不断创新，推出“蒜易贷”“蒜商

贷”“蒜储贷”等信贷产品，为做强大蒜

产业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潘安食

品有限公司是大蒜深加工企业，杞县

农商银行积极对接，为企业提供覆盖

大蒜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的

全链条金融服务，共计提供小微企业

贷、“蒜储贷”等信贷支持 9000 余万

元，助力企业打通技术研发、冷链集

配、仓储物流等全链条。目前，该企业

年产大蒜产品 40万吨，所产蒜片、蒜

泥、蒜粉、黑蒜等系列产品畅销国内

外。

“一行一特色”的服务举措取得了

良好效果。三年来，开封农商银行系

统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394.97亿元，为

农业产业兴旺提供了有力的信贷支

持，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充分肯定，被开

封市政府授予“2023年度服务推动金

融工作表现突出集体”等荣誉。

践行“金融为民”宗旨
同心共建和美乡村

在做好信贷服务的同时，开封农

商银行系统发挥点多、面广、人熟的优

势，深入开展“党建+金融”、送金融知

识下乡等活动，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

广度、深度，与地方党委、政府和农民

群众同心共建和美乡村。

政银合作促共赢。辖内各行优选

40余名业务骨干到乡镇挂职金融副乡

（镇）长，从提供融资支持、宣传金融政

策、推进普惠金融等方面，将政银合作

落到实处，进一步拓展了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的工作路径。

科技赋能服务升级。为更好地满

足客户需求，开封农商银行系统持续

深化科技赋能，研发推出“汴捷贷”“汴

抵贷”等多款线上信贷产品，为客户提

供“零资料”“零跑路”“零等待”的金融

服务，持续提升金融服务的获得性、覆

盖率和便利性，打造农村金融生态圈。

优化金融环境见实效。不间断开

展征信知识宣传，在丰富金融服务内

涵的同时，提高农民的诚实守信意识

和珍惜个人信用意识，改善农村信用

和投资环境，让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

的大道上走得更好、更快、更稳。

护佑资金安全显担当。聚焦当下

金融消费者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辖

内各行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持续

开展“反假币”“反非法集资”“反电信

诈骗”宣教活动，将金融知识送进千家

万户，提高社会公众的金融素养、风险

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帮助他们“守住

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与此同时，辖

内各行积极投身各项公益活动，开展

“扶贫助困送温暖”“爱心送考”“关爱

留守儿童”等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社

会责任与担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和赞同。

“以金融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是农

商银行的责任与使命。”开封市农信办

党组书记尚峰在谈到如何更好地服务

乡村振兴时说，“在今后的工作中，开

封农商银行系统将持续优化服务、提

升质效，做服务乡村振兴的实干者、践

行者，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

当好乡村振兴金融主力军

□王都君

铺就发展快车道

6 月 17日，穿行在林州林石公路

上，沿途的景色优美，环境清幽，山清

水秀，林木葱茏。山路弯弯、林海茫

茫，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城市，一头连

着太行深处的村庄，林石公路将喧嚣

与静谧、现代与古朴紧密连接在一

起。2019年度，林石公路成功入选全

国“十大最美农村路”，是我省唯一参

评并入选的农村公路。

林石公路地处太行深山，是林州

市区通往石板岩镇的一条县道，也是

连接太行大峡谷 5A景区的重要旅游

通道，全长17公里。林石公路结合地

形地貌、自然景观等地域因素进行设

计修建，串联了森林运动主题公园、太

行隧道、滑翔基地、桃花谷风景区等一

系列旅游景点。便捷的交通也给深山

里的石板岩镇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引领带动沿线发展写生基地、农家乐

等40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4900余个。

林石公路不仅将林州市区到石板

岩镇的时间缩短为半个小时，还实现了

石板岩镇从偏远山乡到“中国画谷”的

华丽转变。

“林石公路从俺村穿村而过，村里

原来在外打工的好多人都回来搞起了

民宿。‘中国画谷’的一号、二号基地都

在俺村，每年来村里写生采风的学生

一批又一批，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就业岗

位，村集体收入也从以前的3万元到现

在的50多万元。”石板岩镇郭家庄村党

支部书记宋喜全说。

建一条道路，串一路风景，兴一片

产业，富一方百姓。近年来，安阳市大

力发展“农村公路+旅游+产业”模式，提

升了农村公路利用率，产生了良好的经

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也让当地群众收获

了满满的幸福感。

铺就振兴幸福路

6 月 18 日，穿行在汤阴县康大线

上，只见道路干净、平整，路面被绿荫环

绕，满眼绿、满眼景、满眼美。

康大线北与安阳市龙安区贯通，

南与鹤壁市连接，沿线就有各类产业

帮扶基地、农业示范园 30余处。依

托便捷的交通条件，仅汤阴县韩庄镇

北张贾村三禾农庄就流转土地1200

余亩，种植草莓、葡萄、火龙果、西瓜、

蜜桃等果蔬，引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康大线经过我们农庄，给我们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每到节

假日、星期天，前来旅游、采摘的市民

络绎不绝。”汤阴县三禾农庄总经理

苗学民说。

羑王线是汤阴县韩庄镇的另一

条主要乡道，全长10公里，从羑河村

一路向西通往王佐村，这条乡道使沿

途所有村庄之间实现了互连互通，村

民出家门就是柏油路，出行极为便

利。

“彩虹公路”部东线串起了部落、

南张贾、西冢上、东酒寺等村庄。部

东线末端的东酒寺村，原来是个“出

门就爬坡，黄土没有石头多”的地方，如

今，全村 1300 多口人，从事观光车出

租、餐饮服务、小商品买卖的就有 300

多人，户均旅游收入从几万元到几十万

元的比比皆是。

安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四好

农村路”建设，连年将农村公路建设纳

入重点民生实事。目前，安阳市已形成

以县道及主要乡道为骨架，一般乡道及

村道为脉络的农村公路网，总里程达到

11462公里。全市行政村通硬化路比

例达到100%，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

比例达到100%，通二级及以上公路比

例为 94%，农村公路路网密度 155 公

里/百平方公里，较全省平均值高12公

里/百平方公里。

“下一步，我们将提高农村公路绿

色发展水平，加快发展农村公路路衍经

济，推动更多地方实现‘因路而兴’‘因

路而富’。”安阳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志刚说。

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 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宽阔

路畅景美促振兴

今年以来，漯河市西城区持续推

进“万人助万企”活动常态化、纵深化

开展，坚持“项目为王”、梯次培育、纾

困助企三措并举，有效释放纾困赋能

作用，为全区增添发展动力。

坚持“项目为王”，聚力扩大有效

投资。树牢“项目为王”理念，以“项

目建设决战年”为统领，以“十大项

目”“十大楼宇”、省市重点项目为抓

手，推进省市重点项目5个，已完成投

资 13亿元；新开工项目 3个，总投资

40亿元；谋划项目 100个，总投资超

过350亿元，掀起项目建设热潮。

坚持梯次培育，聚力培育优质企

业。建立重点企业培育库进行跟踪

培育，今年以来，通过省级专精特新

申报（复核）企业2家，通过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复核4家，新增省级股改

股培育库企业1家；拟申报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3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3家，市级及以上研发平台1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 15 家，市级科技团队 1

家。

坚持纾困助企，聚力营造一流生

态。坚持问题导向，破难点、通堵点，

切实保障企业健康运营。今年以来，

累计帮助企业解决问题36项，举办各

类对接活动21场，服务企业及个体工

商户 85家（次），累计提供招聘岗位

1000余个，投放资金 582万元，指导

食品企业通过线上直播拓宽销售渠

道，向企业推介中原食品实验室25项

最新发布的科研成果，助推企业做大

做强。 （王松河 娄晓榕 吴宁）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陈丹妮）6月17日，信阳市浉河区谭家

河乡土门村山水如画，青山环抱中，清澈

的溪水在岩石间潺潺流淌，翠绿的茶田

错落有致，淡淡的茶香令人心旷神怡。

土门村与黑龙潭接壤，平均海拔

500米以上，具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和悠

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种植茶叶2.1万亩，

是信阳毛尖核心主产区之一。近年来，

土门村积极整合茶资源，成立了经济联

合社标准化茶叶加工厂，带动周边村民

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领全村奔

向广阔的“钱途”，结合地方旅游资源

的积极挖掘，土门村开拓出一条极具

特色的茶旅融合之路，既富了村民又

美了生态。

“土门村有着独特而美丽的自然风

光，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发建立了‘土门

金沙露营乐园’。露营乐园依山傍水，

结合茶产业的发展，融入了采摘茶叶、

茶基地研学、乡村漫游、滑翔伞基地等

项目，现在不少游客都想要来我们土门

观赏金沙、听风喝茶呢！”土门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主任宁海涛眉开眼笑地说。

“现在村里发展好了，来这里体验

露营基地和茶文化的游客多了，为我创

造了合适的就业岗位。为村里做做贡

献打扫卫生，空余时间还能照顾家里的

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土门村

村民候太斌打心眼里高兴。

据了解，土门村为配合茶旅融合产

业发展，积极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改造。

目前全村改造硬化道路10公里，道路

旁新增路灯 300 盏，增设 3 处旅游公

厕、6处游客休息厅、300个游客停车位

等配套设施，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善，

也给游客带来了更好的游玩体验。

“早就听说土门风景很美，这次带

着家人过来感受一下。这里不仅远离

了城市喧嚣，让人发现大自然的宁静

美，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金沙滩！”游

客李先生表示自己和家人在这里玩得

非常开心。

本报讯 （记者郭明瑞）为推进河

南优势特色农业产业科技支撑行动计

划优质食用菌专项工作，扩大草菇-双

孢蘑菇绿色高效生产新技术集成与示

范效应，6月17~18日，2023~2024年

度河南优势特色农业产业科技支撑行

动计划优质食用菌专项“草菇-双孢蘑

菇生产新技术集成与示范”观摩培训

会在商丘召开。

培训会特邀请了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卢政辉以“双孢蘑

菇高产安全栽培技术”为主题，从双

孢蘑菇的分类与发展、良种选择与

制作、栽培特性与营养配比、发酵技

术、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六个方

面进行讲解。商丘市农林科学院食

用菌研究所王家才以“草菇生产技

术”为主题，结合商丘市草菇生产历

史及现状，详细讲解了草菇的特点、

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新技术如何应

用等。

据了解，2023 年商丘市各类食

用菌鲜菇总产近 50万吨，产值 75.8

亿元。

“菇”舞人心
草菇-双孢蘑菇生产新技术集成与示范观摩培训会召开

本报讯“现在出行方便多了，感

谢人大代表们的帮助……”6 月 18

日，在淅川县马蹬镇连接集镇的一段

乡村道路上，看到以前坑洼不平的路

面被垫压得平平整整，群众不由得连

连称赞。

此前，这段道路因为重点项目施

工，各类工程车辆对路面造成了损

坏，也给群众出行带来了不便，部分

群众通过人大代表接访等渠道提出

诉求。接到群众的诉求后，马蹬镇人

大主席团通过项目办和重点工程项

目建设指挥部进行协商对接，经过协

调，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指挥部对全镇

98处损毁路面全部进行了修复，解决

了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

这是马蹬镇人大主席团开展“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民履职、为

中原添彩·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

动的一个缩影。活动开展以来，马蹬

镇人大主席团组织人大代表围绕全

镇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

研、视察和评议活动，先后解决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问题27件，将活

动转变成为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履职

力量的有效载体。

（杨栋 王剑）

坑洼道路变坦途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陈
炫羽 通讯员张超）“看看这辣萝卜多

大个，一个有5斤多重，没有想到春萝

卜长恁好。”6月12日，柘城县远襄镇

范庄村村民李传富向客户介绍春萝

卜时，脸上洋溢着丰收的笑容。

传统上，萝卜的种植与收获主要

集中在秋季，而春夏季节市场上的萝

卜供应相对紧缺。李传富敏锐地捕

捉到了这一市场机遇，决定打破传

统，种植反季节蔬菜。据李传富介

绍，他通过多次向外地专业人员请

教，学习了春萝卜的种植技术，并引

进了“春夏美玉”辣萝卜和“新大红”

胡萝卜两个优质品种。这两个品种

不仅品相好、色泽鲜亮、口感脆甜，而

且生长周期短，非常适合反季节种

植。

通过精心管理和科学种植，今年

李传富的春萝卜亩产量接近2万斤，

亩收入能达2万元左右。这样的收益

在传统萝卜种植中是难以想象的。

李传富的成功经验不仅让自家实现

了增收致富，也引起了村里其他村民

的关注。

“下一步，我们村要推广李传富

种植反季节蔬菜的经验技术，形成规

模化种植，提高效益，让更多村民增

加收入。”范庄村党支部书记马治国

说。

种植“反季菜”赚来“反季财”

茶旅融合美了生态富了乡亲

漯河市西城区“三个坚持”增添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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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宁陵县乔楼乡八里曹村，1000余块光伏发电板整齐排列在村东侧，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目前，该县共有106个光伏电站，全年可完成发电量3700万度，
收益将用于支持全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华梓淦 摄

（上接第一版）

在西瓜大棚里，何楠向观摩者介

绍“中彩4号”小西瓜：重3~4斤，花皮

圆果，外观漂亮，甘甜多汁，适应性

强。通常地爬西瓜每亩地种植 1000

株，“中彩 4号”小西瓜采用吊蔓密植

简约化栽培，一亩地密植2000~2200

株，一株一果，单蔓管理，亩产量可达

8000斤以上。

“中心含糖量为 13.2%。”活动现

场，该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

队副研究员、博士路绪强用测糖仪测

量后说，西瓜通常平均糖度是 11%，

“中彩4号”中心含糖量一般在13%以

上，甚至更高，所以更甜。

当天，在郑寨村西瓜大棚地头，

两辆大卡车正等待瓜农采摘装车，

通过物流供应链运往全国各地仓

库。今年，该村包棚大户订单示范

种植的“中彩4号”，地头收购价每斤

达 2元，如果提前在 5月上市，收购

价格更高，一亩地毛收入可达1万多

元。

“‘中彩4号’西瓜瓜瓤呈香槟金

色，瓜形非常均匀漂亮，中心糖和边

糖的差异非常小，是一个非常有前景

的新品种。”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

树研究所成果转化处副处长司鹏说。

地头收购价每斤2元，“中彩4号”咋恁牛？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涵
儒 王俊鹏）6月18日，在叶县邓李乡马

湾村桃树种植基地，相继成熟的白桃

和蟠桃压弯了枝条，微风拂来，阵阵桃

香惹人“桃”醉。果农们穿梭在果园里

忙着采摘，并将桃子按大小、品相分拣

装箱。

“我们种植的有大白桃、奶油蟠

桃、黄桃、黄肉蟠桃等，目前都已经进

入了盛果期，亩产可达 8000斤左右，

大部分销往附近的各大商超、精品水

果店。”马湾村桃树种植基地负责人刘

巧环说。

马湾村紧临沙河，土壤肥沃，日照

充足，受地下泉眼水滋养，特别适合桃

子生长，远近闻名的“马湾白桃”就产

于此。

近年来，邓李乡依托马湾白桃

品牌优势，大力发展林果种植，先后

动员妆头、湾李、许庄等村种植白桃

1000余亩，种植葡萄、油桃、西瓜等

近 4000 亩，全力打造集林果采摘、

观光旅游于一体的万亩林果经济

带。

“下一步，我们邓李乡将因地制

宜做活桃经济，积极引导桃农更新品

种、提升品质，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配套，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并将以桃为媒，推进乡村旅游和本地

特色农产品深度结合，全力打造春来

赏花、夏来采果的农旅融合模式。”邓

李乡乡长陈新辉说。

写好“桃文章”做活“桃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