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 系列报道之一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 450008 印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经开区第三大街168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35号 全年定价396元 零售价1.00元

金融财税
2024年8月1日星期四
责编 / 丁先翠 版式 / 张峰 校对 / 王仰瑞
电话 / 0371-65795727 E－mail / ncbsw@126.com

4 农村版

6亿元资金助力兰考“治沙夺田”

兰考位于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弯，受地理环境

影响，历史上黄河兰考段决口泛滥达140多次，再加

上这里整体地势低、地下水位高、盐碱含量高，风沙、

内涝、盐碱成为长期制约兰考经济发展的“三害”。

20世纪60年代，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三害”作斗

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之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兰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受原生地理环境影响，地

势低洼、耕地盐碱含量高等问题依然存在，极大阻碍

了兰考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为解决土地的沙化问题，兰考县委、县政府决定

开展 30万亩低产田土地改良项目，其中一期项目

1.72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表土剥离、砂层换填、

表土还原（同时掺黏）、土地平整、土壤培肥和土地翻

耕。该项目实施后，可以提升耕地质量，改善作物种

植条件，促进项目区农业发展。经过计算，改良后土

地种植小麦可亩增收 70斤，种植玉米可亩增收 80

斤，平均每年每亩新增净收益264元，项目区土地整

体每年可新增净经济效益454.08万元。

除了经济账，该项目还将有效抑制周边风沙，减

少兰考沙化土地面积，同时，兰商干渠废弃的淤土作

为换填土及耕作层掺入土，一定程度上又解决了淤土

的治理问题，并可腾出部分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此外，土地改良后，土壤保水固肥能力增强，浇水及施

肥次数减少，还将减少肥料流失对地下水的污染，具

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该项目作为兰考县发展之需、兰考群众心中热

盼，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资金来源成了兰考县政府

面临的一大难题。

农发行兰考县支行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政策

性支农信贷资金优势，主动与兰考县委、县政府对

接，将支持兰考低产田土地改良、根治沙害列为头等

大事。2021年，该行推动首期兰考低产田土地改良6

亿元贷款项目落地，并争取在2035年以前，完成对兰

考30万亩低产田土地改良的信贷资金支持。

5.9亿元资金支持兰考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的根本举措，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保障。

2023年，兰考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全国首批开

展整县推进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农发行兰考

县支行会同省、市农发行与兰考县政府搭建政银合

作平台，主动对接，多次召开现场调度会，积极宣讲

信贷支持政策，依托当地资源禀赋，科学研判、精准

施策，“融资融智”推进兰考1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很快落地。

在审批权限、贷款期限、利率定价、贷款方式、规

模保障等方面，农发行兰考县支行争取到差异化优

惠政策，降低政府贷款压力，以最大诚意让利于人

民，最终于2023年 6月获批5.9亿元，全力支持兰考

县1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期限一年。截至今

年6月，这笔建设资金已全部发放。

为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该行按照高标准

设计、高标准建设要求，注重项目建设与群众实际需

求相结合，科学规划路网、沟网、电网、管网、林网布

局，加大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输配电、科技服

务、土地平整、土壤改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

等方面建设力度，实现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

合配套。

为确保高标准农田工程质量和工程效益，农发

行河南省分行积极发挥“融智”作用，在聘用专业监

理的基础上，建立由政府主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

理、农户和专业管护人员实施的农田设施管护监督

体系，形成与专业监理联合的“四位一体”管护机制，

明确管护主体、管护责任和管护义务，签订长期管护

合同，做到每项工程、每个细节都有人把关。

据兰考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王阳介

绍，农发行兰考县支行获批兰考县16万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采取“建设+运营”模式，将小农户、小生

产转变为连片区、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模式，形成财

政收入、资本参与、银行贷款、经营收益、稳定还款运

作闭环，保证政府、企业、农民多方收益共赢。项目

建成后，将提供 300人左右的工作岗位，解放约 1.2

万个劳动力，农民每年除获得800元/亩的土地流转

租金外，还可以在当地务工就业，提高收入水平。

下一步，农发行兰考县支行将依托本地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延伸拓展农业

产业链相融合，加大对粮食生产、粮食购销、产业升

级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擦亮“粮食银行”金字招牌。

本报讯“我今年种了170亩玉米，

因受水灾几乎颗粒无收，但这笔赔偿

款到账，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7月28

日，唐河县桐河乡桐一村种粮大户曲

晓恒激动地说。

前段时间，南阳遭受持续强降雨，

唐河县部分乡镇受灾严重。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唐河金融监管支局坚持

履职导向，指派专人与各保险公司组

成查勘工作队，分赴各受灾乡镇查勘

受灾情况，以最快速度对受灾农作物

进行查勘定损，对受灾严重区域指定

专人跟进理赔流程，确保应赔尽赔、能

赔快赔。目前，首笔人保财险唐河支

公司380万元理赔款已到位。

该局指导各银行机构与地方政府

相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及时共享受灾

信息，为赔款划转、账户开立等业务开

通绿色通道，对出行不便的群众及时上

门服务，最大限度满足金融需求。

“下一步，唐河金融监管支局将继

续加大工作力度，通过保险兜底最大

限度减少农户损失，为群众全面恢复

生产贡献金融力量。”该局相关负责人

说道。

（孙峰 崔旭 朱彦宾）

本报讯 7月 19日，河南宸岳化工

有限公司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成功获取洛阳市

孟津区农商银行300万元贷款。

这是洛阳市落地的首笔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破

解了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难以有效转化为金融资本的

难题，为农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

供了融资借鉴。

作为洛阳市唯一的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试点区，孟津区全力推动

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实现

“应登尽登”。

为破解入市抵押贷款难题，孟津

区召集金融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

局、不动产中心和金融机构，对入市过

程中的办证、评估、抵押等环节进行专

题讨论，并逐个拿出解决方案。区自

然资源局完善交易流程、入市监管、收

益分配、融资贷款等制度体系，积极探

索集体建设用地同国有建设用地同权

同价，并为河南宸岳化工有限公司颁

发了第一本不动产权证书。

孟津区农商银行主动与该公司对

接，深入了解其融资需求和经营状

况，充分评估后以该公司新获得的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物，成功将 300万元贷款资金发放到

位。 （许金安 徐婷季 孟寅）

本报讯（记者孙玮 见习记者韩雪妍）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平顶山市税务部门

全程辅导申报纳税，定期跟踪税费优惠政策

落实情况。公司已享受税收优惠14万元，增

强了稳步发展的信心。”河南天地间文旅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时宪伟说。

河南天地间文旅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太空舱类民宿设备生产，自去年4月正式

投产，目前年产量可达1000套。

依悬崖峭壁凌空而建的玻璃栈道、充满

科技感的露营太空舱……依托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旅游装备制造发展优势，鲁山县致力

于打造国家级旅游装备产业集群，去年以

来，已注册文旅企业200余家。

“我们景区离市区比较远，每次遇到涉

税问题，税务干部总是第一时间进行远程辅

导，我们足不出户就能解决。”汝州市九峰山

景区负责人介绍道。

近年来，汝州市民宿产业发展迅速，王

湾民俗村窑洞、九峰山乌篷雅居船屋、牛角

岭火车旅馆等一批精品民宿成为青山绿水

间的一抹亮色。

为推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平顶山市税

务部门聚焦产业发展需求，结合企业规模、

经营特点等情况提前分析研判，解决涉税问

题，确保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精准。

“住在民宿，品着悠悠茶香，做着自然‘氧

疗’，浮躁的内心有了栖居之地。”在舞钢市庙

街乡人头山村游玩的卢先生说。近年来，庙

街乡人头山村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成为“一

叶茶带富一方人”的绿色经济发展典范。

在推动“茶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平

顶山市税务部门“助茶小分队”进茶园、登茶

山、入茶企，梳理整合与茶旅产业相关的税

收优惠政策，开展“一对一”专属服务。

“近年来，公司享受税收优惠60余万元，

为我们打造集茶旅、文旅、民宿、休闲于一体

的特色农业休闲旅游园区提供了资金活

水。”河南省千宝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白茶基

地负责人说道。

本报讯（记者孙玮 见习记者韩雪妍）7月27日，记者

走进位于长葛市的河南德佰特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被车间的绿意盎然所吸引，绿植、清水与工业化

生产在这里和谐共生。

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煤矿机械高端液压

油缸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下游重型装备关键配套

件，该公司生产的煤矿液压支架销量居国内同行前列，自

主研发的纯水液压支架油缸属国际首创。

“我们生产的纯水液压支架最大的意义在于绿色、环

保，公司因此相继被认定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瞪羚’企业等。”该公司总经

理李伟民表示，企业发展的关键是创新，这离不开税费优

惠政策的支持和税务部门的优质服务。

2023年，该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

先进制造业进项税加计抵减等各项税收优惠419万元，该

公司将这些资金全部投入研发。

近年来，长葛市聚焦中小企业税费优惠政策落地，建立

“税务+工商联+行业协会”“税务+科工”合作模式，通过需

求调查、数据筛选、线下核实、跟踪服务流程，实现“政策找

人”更快更准，税费红利直达快享。

7月26日，装修升级中的农行柘城县城关
支行营业大厅内，工作人员为办理业务的客户
提供冰糖绿豆汤、冰镇西瓜。

娄浩然 刘星辰 摄

本报讯 7月 26日上午，内乡农商

银行赵店支行收到一封来自当地公安

机关的表扬信，对该支行成功拦截一

起电信诈骗案件的行为表示认可和感

谢，对该支行工作人员丰富的反诈经

验和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予以充分肯

定及赞扬。

7月 24日，内乡县赵店镇赵店村

的侯女士急匆匆地来到赵店支行营业

室，声称因女儿购房，需要立即办理一

笔19万元的大额跨行转账业务。侯女

士慌张的表情引起了柜台工作人员的

警惕，工作人员要求侯女士联系其女儿

核实账户信息。沟通中，工作人员发现

侯女士的手机已被远程控制，且无法拨

打电话，于是通过纸条再次询问其转账

实情。侯女士这才交代，“上海市公安

局民警”电话告知她涉嫌贷款200多万

元，要求其转账19万元用来消除本次贷

款记录，若不配合，将对她进行人身控

制。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立刻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起电信诈骗，耐心地向侯女

士解释，国家公务人员不会通过电话

要求客户进行敏感操作，更不会要求

客户私自转账。看侯女士仍半信半

疑，该支行负责人果断报警。民警到

场后对她进行劝导，最终使侯女士心

悦诚服，放弃转账，19万元涉诈资金被

成功拦截。

（谭涛 别琳琳）

本报讯（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
鲁亚）近年来，平顶山市石龙区农信联

社坚持“支农支小支微”市场定位不动

摇，有力促进辖内小微企业稳步发展。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该社通过开

展“金燕大走访”“金燕入万商”等活动，

组织对辖区内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持

续开展走访问需，建立亲清银企关系。

截至今年6月底，该社小微企业贷款占

比63.61%，余额较年初增长7.13%。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该社本着“应

降尽降”原则，最大限度地让利小微企

业。2024年第二季度末，该社小微企业

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较年初下降1.92%。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该社以“金

燕”及“豫商”类信贷产品为依托，持续

提升金融产品供给的精准度和便利

度。同时，不断丰富金融场景建设，拓

宽与辖内企业、商户的合作渠道。今年

上半年，该社累计走访企业92次，组织

召开银企座谈会4次，主办或参与金融

惠企政策宣讲8次。

本报讯 一块银幕、一台放映机、一组音响，和

一张张笑脸相映成趣，点亮了长垣市恼里镇恼里

村的美好夜晚。7月28日傍晚，长垣农商银行工

作人员早早来到村文化广场，熟练地搭起银幕调

试设备。村民们扶老携幼带着马扎、板凳来到广

场。精彩的影片开始了，喧闹的现场慢慢安静下

来，乡村的夜晚在银幕的映射下别样多彩。

放映间隙，长垣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为观影

群众分发宣传小礼品，为他们宣讲反诈、反假等

金融知识，并对贷款意向群众精准推介信贷产

品，既丰富了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又进一步提

升了广大百姓对长垣农商银行的价值认同和品

牌依赖。 （李岩 李晨光）

本报讯“大娘，我来帮你操作！”7月29日上

午，在中原银行济源分行下设的思礼村农村普惠

金融支付服务点，工作人员帮助卢凤联老人进行

手机银行支付。

近年来，中原银行济源分行积极探索养老金

融服务新模式，不断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支付服务

点与老年客群需求的适配性，为农村老年客群提

供更加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距离银行网点远，又不会移动支付

是农村老年人金融消费中反馈较多的情况。为

此，中原银行济源分行在125家农村普惠金融支

付服务点布设助农POS，在水电、社保缴费等公

共服务领域帮助老年人解决交易难的问题，让老

年人不出村就能享受便捷的银行卡支付服务。

农村老年人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受害

者。中原银行济源分行充分利用乡镇支行及农

村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渠道优势，在各村持续开

展宣传活动，剖析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的常

见手法、基本套路和典型案例，向老年人普及电

信诈骗的应对措施，加强老年人开户、转账等业

务的操作提醒和风险提示，增强老年群体对自身

权益的保护意识。

中原银行济源分行负责人唐松立表示，充分

考虑农村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中原银行济源分

行将加强下乡力度，不断加强金融支付服务点适

老化建设，向老年客户提供免费理发、免费测血压

血糖、免费缝补、免费打印等一系列惠民服务，将助

老、爱老、敬老落到实处。（黄红立左朝君马培丽）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景璟 周
建锋）为加快建设奶业强省，7 月 26

日，全省奶业行业及设施设备“投贷

保”一体化座谈会在郑州举行，全省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奶牛体系专家、

各地农业农村局、23家金融机构以及

奶业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奶业是涵盖种植、养殖、加工、储

运、销售等诸多环节的长链条产业，推

进全产业链发展既带来了巨大的金融

需求，也为金融业创新产品和服务提

供了广阔空间。近年来，我省金融行

业支持奶业发展政策持续强化，相关

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水平显著提

升，为奶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

持和风险保障。

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农业农村部

门将加强监测调度和政策引导，组织

推动金融机构与中小养殖场户全面精

准对接，避免压贷、抽贷、断贷，着力保

障行业困难时期的融资需求；加强部

门联动和信息共享，研究优化涉农金

融部门支持奶业的政策工具，探索完善

金融风险管控措施，构建“投贷保”一体

化支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作为参会的金融企业代表，中原

农险副总经理雷廷军表示，中原农险

将进一步优化多层次风险保障体系，

细化“保险+科技”风险防控手段，有力

有效支持奶业振兴。

筑牢乡村振兴“耕”基
农发行兰考县支行强力信贷支持土地改良建好高标准农田

拦截涉诈资金 维护群众利益

携手网格服务 政策普惠民生

农村服务点 服务适老化 坚持市场定位 支持小微企业

我省金融机构座谈助力奶业发展
探索奶业“投贷保”一体化新路径

洛阳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抵押贷款
为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借鉴

唐河首笔农作物理赔款380万元到账
保险兜底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

税费优惠助企向新而行 精准服务促文旅市场乘风起舞

7月23日，站在兰考县红庙镇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的玉米田埂上，放眼望去，绿波荡漾，空中几

架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

“受去年秋汛晚播影响，小麦苗情偏弱，但我

承包的这1000亩地里建有先进的水肥一体化和

田管监控系统，加上种的是高产稳产、抗病性好的

良种，今年小麦亩产达到1400斤,是我种地这么

多年来的最高纪录。”种粮大户李爱国说，“看目前

这玉米长势，收成应该也不低！这都多亏了农发

行的贷款支持，让耕地大变样。”

2021年，农发行兰考县支行推动首期兰考低

产田土地改良6亿元贷款项目落地，用于支持兰

考县1.72万亩沙化低产田改良，帮助兰考“治沙

夺田”。2023年7月，该行获批5.9亿元，全力推

进兰考1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进一步提升耕地

利用效率和土地产出效率，让普通农田成为稳产

田、高产田，筑牢乡村振兴“耕”基。

□本报记者 孙玮 通讯员 王昆

电影送下乡 宣传入民心

本报讯（记者焦宏昌 通讯员陈
虹）7月17日，杞县农商银行与金城街

道举行“党建+金融”网格化服务助力

乡村振兴签约大会。

金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霍赟在致辞

中就“党建+金融”高质量服务乡村振

兴工作提出加强协作，形成合力，把社

区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优

势与农商银行的专业服务优势结合起

来，实现“1+1>2”的效果。

出席大会的该行党委书记倪凯光

强调，农商银行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与金城街道共同探索“党建+金

融”网格化服务的新模式，为金城街道

的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金

融服务。同时，他还表示将不断完善

服务机制、提升服务质量，确保各项金

融政策落到实处、惠及民生。

金融服务无止境

动力动力动力动力 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7月31日上午，滑县农商银行行长助理钟贤玉(中)带队到滑县消防救援大队，向全体消防人员致以节日祝福
和诚挚问候，并送去慰问品。 王都君 李尚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