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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发行作为系统垂直管理部
门，主动替我们想事谋事做事，真
羡慕您有一支好队伍啊！”这是一位
县委书记在与农发行河北省分行行
长李钧座谈期间说得一番心里话。
作为国家的银行、支农的银行、补
短板的银行，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坚
持把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业
务高质量发展的总“抓手”，秉承

“铸魂太行、建功燕赵”的使命担
当 ， 聚 焦 三 农 重 点 领 域 和 薄 弱 环
节，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今年
以来，累放各类支农贷款 375 亿元，
截至三季度末，贷款余额达 1277 亿
元，较年初增加229亿元，为推动全
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出突出贡献。

让政策性金融扶贫见实效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坚持以服务
脱贫攻坚统揽信贷支农工作全局，
建立了覆盖省市县三级行163个分支
机构的扶贫专业部门，组建专业的
信贷扶贫人才队伍，推动贫困地区

脱贫步伐，树牢“扶贫银行”品牌
形象。近三年来，该行累放精准扶
贫贷款660亿元，带动和服务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262 万人次，截至三季
度末，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427 亿元，
较年初增加88.4亿元。

该 行 聚 焦 重 点 领 域 和 重 点 区
域，在持续大力支持粮棉油收购、
棚户区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等传统
扶贫项目的同时，形成覆盖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林业、光伏、旅游、
物流等多领域多元化扶贫格局。突
出支持易地扶贫搬迁这一“头号工
程”，累计发放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
款 54.88 亿元，支持承德、张家口、
保定等 6 个地市和阜平、涞源、康
保、平泉等 17 个贫困县 12.5 万人搬
迁。大力支持产业扶贫这一“根本
工程”，支持了张家口、邢台国家储
备林建设、平山全域旅游重点乡镇
景观提升、宽城电商产业园、张北
光伏扶贫等一大批重点项目。截至
三季度末，产业扶贫贷款余额 168.8
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1.7

万人，较年初增加 1.5 万人，增幅
14.7%。持续推进项目扶贫这一“基
础工程”，投放贫困村提升工程贷款
13.68 亿元，支持唐县、涞源、丰
宁、围场等8个县贫困村面貌提升改
造，服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9.3 万
人。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农村人居环
境，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三季度末，基础设施类扶贫贷
款余额188亿元，服务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224万人。

让燕赵大地焕新颜

夏去秋来，从太行山上放眼望
去，一片林海茫茫、层林尽染的壮
美景象。在张家口、邢台、秦皇岛
等地，都有农发行河北省分行贷款
支持建设的林业生态项目，为燕赵
大地增添了一抹生机勃勃的绿色。
自 2016 年国家推行林业生态建设以
来，该行审时度势，积极顺应内外
部政策变化，围绕“生态绿化、木
材安全、扶贫攻坚”的总体要求，

充分发挥林业信贷产品首批试点行
“先试先行”优势，抢抓国家战略政
策机遇，精准对接政府规划，创新
多种业务融资模式，为河北省造林
绿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近
两年来，累计支持全省林业建设项
目 37 个，审批贷款 107 亿元，截至
三季度末，贷款余额 81 亿元，较年
初增加 39 亿元，贷款增量及余额均
为全国农发行系统第一。

今年以来，农发行河北省分行
围绕中央1号文件中“统筹山水林田
湖 草 系 统 治 理 ， 严 守 生 态 保 护 红
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
新 要 求 ， 和 省 委 、 省 政 府 提 出 的

“2018 年至 2020 年，全省完成营造
林 1667 万亩”新目标，大力助推乡
村绿色发展，以太行山燕山绿化、
规模化林场建设、平原绿化和沿海
防护林建设等国家战略工程和省市
级重大项目为切入点，制定了近 90
亿元林业项目支持计划和林业三年
发展规划，明确了各地市行业务发
力 点 及 具 体 措 施 。 大 力 探 索 “ 土
地+”模式，积极支持土地复垦、高
标准农田建设等农地类项目建设。
同时，该行创新模式，为林业扶贫
过桥贷款锁定还款来源，以重点地
区林业储备项目为抓手，实现了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助力脱贫攻坚和
绿色生态建设的有机结合。

让农民生活有奔头

作为全省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
银行，支持三农事业发展是农发行河
北省分行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

近两年来，该行围绕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水利建设、农村路网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等城乡
一体化领域加大投放力

度，着力提升乡村景
观，解决农村环境
差 、农 业 生 产 落
后 、农 民 出 行 难
等突出问题，累
计向 350 余个重
大基础设施民生
项 目 投 放 贷 款
360 亿元，截至三

季度末，中长期贷
款 余 额 达 862 亿

元，努力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其中，突出支持棚户区改
造项目，累放棚改贷款 230 亿

元，贷款余额达 291 亿元，支持拆

迁棚改面积 1388 万平方米，帮助 9.3
万 户 、30.5 万 人 实 现 了 出 棚 进 楼
愿望。

同时，积极落实国家粮食宏观
政策，坚持把支持粮棉油收储作为
业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扎实做好粮
棉油信贷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
以最低收购价为依托全力支持夏粮
收购，立足“早”字积极筹备秋粮
收购，全力维稳粮食生产，保护农
民利益，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业。大力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累
计向三河汇福粮油、金沙河面业、
宏润新型面料、骊骅淀粉、晨光色
素等一大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投
放贷款 26 亿元，在促进企业发展壮
大的同时带动全省农业全产业链发
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优化，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近两年，该行
累计发放粮棉油各类贷款134亿元。

岸底潮声催人醒，扬帆破浪正
当时。在总行党委和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农发行河北省分行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勇立潮头
的奋进姿态，不断改革创新、攻坚
克难，努力谱写“服务乡村振兴的
银行”新篇章！

（图/文 王如楠）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

强化担当 聚焦重点 争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排头兵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改革开放初
期，专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实现职能分离，是统一监管体系的形成阶段。随着改革
开放不断深入推进，逐步明确了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主体。2003年4月，为加强
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系基本形成，分业监管协调机制开始建立。同年 10 月 16
日，原河北银监局正式挂牌成立。2018年3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设
立，4月8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
成为历史。

一路走来，风雨兼程，原河北银监局在中国银保监会及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不断增强监管能力建设，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推进我省银行业改革发
展，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为支持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砥砺前行，开拓进取，原河北银监局积极引导河北省银行业保持了总体运行
稳健、风险稳定可控的发展态势，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贡献出新动能。

加快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我省银行业综合竞争实力显
著提升。改革开放以来，辖内国有银行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实现了历史性转
变；政策性银行强化政策性职能定位，在各自服务领域发挥金融服务作用；完成
了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科学制定“双改”工作规划，改革工作有序推
进；城市信用社应运而生，发展壮大并全部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部分城商行实
现了跨区发展；完成邮政储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邮银管理关系，不断拓
展金融服务领域；村镇银行从无到有，建立了多层次、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的服
务网络。截至2018年10月末，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79021.72亿元，比原河北银
监局成立之初增长7.54倍；信贷资产质量显著提高，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净利润
由原河北银监局成立之初的负值到2017年末实现574.48亿元。

我省银行业布局更加合理，组织体系日臻完善。随着中国银行业从大一统
到专业化，从单一体系到多元化体系的发展，河北银行业也逐步改变主体较少、
活力不足状况，从丰富银行业组织机构类型出发，逐步形成了多种类、广覆盖、
高效率的银行业组织体系。原河北银监局成立以来，实施了“引银入冀”工程，不
断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下延、外扩、新建”力度，为支持河北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系统、完善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支撑。截至 2016 年 9 月末，国
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我省全部落户，对经济社会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作出积极贡献。5 家大型银行积极探索经营发展新路
径，逐步提升各层级分支机构服务能力。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从无到有、从发展到壮大，已经分别发展至 10 家、2 家、
276 家、11 家。截至 2018 年 6 月末，我省共有各类银行业机构 11775 家，机构类
型不断丰富，机构布局更趋合理。全省实现了金融服务乡镇全覆盖。

银行业全面增强金融服务能力，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截至 2018 年
10月末，全省银行业各项贷款余额47544.28亿元，比原河北银监局成立之初增
加22537.43亿元。

银行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拓展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银行业金融机
构坚持以满足各类金融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积极发展普惠金融，不断深入推进管
理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截至2018年10月末，全省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 13790.72亿元，涉农贷款余额 15019.09亿元，高质量完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的工作目标。原河北银监局在全国首创建立了户均贷款指标监测考核体系，通过
正向激励、科学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找准市场定位，实现户均贷款余额逐年下降，
有效满足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需求。2018年，原河北银监局出台《关于支持银行
业金融机构开展小微企业续贷业务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首个明确开展小微企
业续贷业务的具体条件、风险防控和监管措施的续贷业务指导意见，鼓励创新小
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服务模式，缓解小微企业“倒贷”之痛。

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原河北银监局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
重中之重，以地方法人机构为重点，加大风险处置力度，通过呆账核销、剥离置换、注资股改等措施，逐步化解高风
险金融机构历史上累积的风险，有效防范了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全省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达到
12.6%，风险抵御和吸收能力明显增强。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下一步，河北银行业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持续推进“去杠杆、治乱
象、回本源、强服务、防风险”监管路线图，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充分发挥金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作用，精准对接薄弱领域金融服务，深入开展公司治理、业务治理、风险
治理、数据治理、规则治理五大工程，全面推动银行业改革开放，推动银行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恪尽
职守、勇于担当，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金融支撑。 （本文由河北银保监局筹备组提供）

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业发
生了深刻变革，中央银行体制建立，大
型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债券市场实现
跨越式发展，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不
断深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和完
善，人民币国际化扬帆起航，我国金融
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金融业发展迈
入了新时代。40年中，河北省人民银行
系统深化改革，积极进取，全省金融事
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河北金融业蓬勃发展，金融组织
体系日趋完善。目前，我省已形成国有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
地方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各类保
险机构、证券机构并存的多元发展格
局，金融机构整体实力实现跨越式发
展。银行业机构遍布城乡，截至 2017
年末，我省共有 2 家政策性银行、1 家
开发性银行、5 家国有商业银行、11 家
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271家法人
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 7.4 万
亿元，机构数量达 1.17 万个，机构范围
实现设区市、县域全覆盖；从业人员达
18.1 万人。金融业实力不断壮大。2017
年末，全省金融业增加值为 2052.4 亿
元，占 GDP 的 5.7%，河北省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突破 8000 亿元，为经济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贯彻执行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
济成效显著。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始
终从统筹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全局出
发，把贯彻落实货币政策与支持地方
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不断提高货币政
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准确把
握执行货币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2017 年，河北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
8346.4 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居全国
第6位；河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
额 4.33 万亿元，五年实现翻番；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 6.05 万亿元。存贷比突
破新高，存量存贷比为 72%，为 2004
年以来新高，增量存贷比 123%。资金
积累能力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更有
力支持。一是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截至 2017 年末，河北省支持京津冀协
同发展项目授信余额 1.16 万亿元，对
三个率先突破领域授信余额 6181 亿
元。二是金融支持扶贫开发取得新进
展。2008 年以来，先后制定了《河北省
支农再贷款管理实施细则》《河北省扶
贫再贷款管理操作规程》等若干文件，
截至2017年末，河北省62个贫困县贷
款余额 4486.1 亿元，同比增长 17.3%，
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2.5 个百分点。三是
有效支持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导
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区别对待、有扶有
控”的信贷政策，钢铁行业在工业经济
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三产业较快发
展。大力发展绿色金融，2017年全国首
单非银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债券落地
河北。

推动落实金融改革创新，企业融
资渠道有效拓宽。人行石家庄中心支
行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创新。一是积极
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河北省建
立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利率市场秩序
得到有效维护，全省人民币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由 2012 年的 8.47%下降到
2017 年的 6.73%。二是推进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展。搭建多种协调沟通机制，
支持河北省债券市场不断向纵深发
展。2017年，河北省企业发行规模逆势
上涨，同比增长 34.1％，首次突破千亿
大关，达到 1163 亿元，全国排名第 8
位。三是 2014 年创设河北省小额票据
贴现中心，截至2018年6月，累计办理
300 万元以下小额票据贴现业务 11.5
万笔，累计贴现金额 898.9 亿元，累计
支持小微企业4000多家。

明确履职理念，金融服务水平不
断提升。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加
强科技手段的应用和工作手段的创
新，不断提升全省金融服务水平。一是
不断增强信息技术对金融服务支撑力
度。作为全省金融数据中枢，省数据中
心全面投产上线运行，承载运行着支
付、国库、账户、征信、反洗钱、货币金
银及办公等 62 个重要系统，为央行履
职和辖内金融机构提供可靠的信息技

术保障。二是积极推进河北省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组织编制《河北省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大
力推动省内小微金融机构系统接入，
维护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安全平
稳运行。三是金融支付环境不断优化。
推动 ACS、二代支付系统在我省顺利
上线运行；开展移动支付便民工程，支
付惠民迈上新台阶；大力改善农村支
付环境，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基本实
现行政村全覆盖。四是建立金融消费
投 诉 受 理 处 理 机 制 。2014 年 ，开 通
12363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
话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信息管理系
统，妥善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五是综
合服务大厅于 2012 年投入使用。仅
2017 年就办理账户业务 102142 笔、
征信查询 191188 人次、会计核算发出
业务 8611 笔、企业名录登记 1112 笔，
大大方便了金融机构、企业和社会
公众。

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区域金融体
系稳健运行。一是构建多层次金融稳定
协调机制。2005 年在省级政府层面成
立河北省金融稳定协调领导小组；
2009年建立河北省金融系统金融稳定
联席会议制度；2017 年建立京津冀三
地金融稳定专项工作机制。二是加强金
融风险监测分析。连续 11 年编纂出版

《河北省金融稳定报告》，全面评估河北
省金融稳定运行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情况。三是健全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2006年开始建立了河北省金融机构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四是 2015 年顺利实施存款保险制度。
截至 2018 年 9 月，全省 259 家法人投
保机构完成投保手续办理，规范了投保
机构风险管理，提振了公众信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省人民
银行系统将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
丽河北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本文由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
心支行提供）

我省银行业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支撑河北金融事业

蓬勃发展亮点多多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支持的光伏扶贫项目农发行河北省分行支持的光伏扶贫项目。。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支持的林业生态建设项目农发行河北省分行支持的林业生态建设项目。。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钧行长李钧（（右二右二））秋收前到柏乡粮库考察玉米长势秋收前到柏乡粮库考察玉米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