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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于洋、雷靖）近日，第253场银行
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渤海银
行董事会秘书、行长助理赵志宏以“以敏捷主
动的全面风险管理支持经济发展、服务大众
生活”为主题，细致阐述了该行打造敏捷主动
的全面风险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
效能，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举措和成效。

笔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作为业内最早采
用垂直独立风险管理模式的银行之一，渤海银
行正在此基础上依托大数据和先进的风险控
制科技手段，把风险管理要求、规则融入业务
全流程，打造“敏捷、主动”的全面风险管理体
系，实现了风险管控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截至
去年三季度末，该行不良贷款率 1.78%，较年
初再降0.06个百分点。

流程再造+科技赋能，打造敏
捷主动的风险管理体系

赵志宏在发布会上透露，该行目前已经
搭建了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体系，实现了贷
前、贷中、贷后的一体化管控，建立了营销、审
批、预警、催清收的端到端反馈机制。

为了兼顾业务效率与风险防控，渤海银
行采取了风险管理与业务拓展平行作业的管
理模式，在风险条线下单独成立二级部，专门
服务于特定的业务条线，将原来分散在风险
条线不同部门的贷前调查、贷中审核、贷后监
控纳入一个部门，一条龙作业，使风险审批、
放款审核、贷后监控三个环节有效联动，提高
业务审批效率和放款效率。同时，在保持风
险管理垂直独立的前提下，风险管理人员前
期主动介入业务，参与设计产品方案，及早提
出风控意见，极大地促进了风险审批人员准
确把控业务风险的主动性。渤海银行还将原
来分置于前中后台的信息壁垒打通，实现共
享，进一步提高放款审核效率，增强贷后监控
效果。对已经授信的客户，渤海银行则采取
全程跟踪的方式纳入风险预警全流程管理，
对信贷资金流向、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
信用和履约状况、担保状况等进行贷后检查
和授后监督，密切跟踪客户风险情况。对于
不良贷款的化解，总行实施矩阵式跨团队作
业和项目经理负责制，分行成立敏捷工作小
组，以总分行联动方式加强不良贷款化解。

该行搭建了基于身份核查、OCR、生物
识别、数字签名等技术的客户识别体系；构建
了智能风控体系，充分利用大量结构和非结
构性数据、AI 人工智能、规则引擎等构建基
于大数据的线上自主风控体系，破解信息不
对称难题；构建了分析监控体系，基于 BI 工
具的实时监控体系确保线上全自动处理的信
贷业务看得见、摸得着、管得住。赵志宏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该行智能风控体系所具备的
自动、实时、精准、敏捷等特点，已经帮助其实
现了风险管控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 解决三农、小微企业
信贷的痛点

近年来，渤海银行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从风险管理模式
入手创新服务方式，解决融资难点，助力三农、小微企业等实体
经济发展。

2019年9月，该行与吉林省金控集团联合打造的集“单笔农
户个人贷款”“涉农电商业务”“资金和保险代理”于一体的三农
服务平台“益易农 App”正式上线，帮助农民在线上一站式申请

“渤农贷”农户贷款、销售各类农产品。这一平台的上线，使农户
借款人可以实现当天申请、当天收款，足不出户就可享受信贷支
持的便捷与高效。之所以敢给农户贷款，渤海银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该平台在贷前调查阶段，通过合作方入户调查，将农户
流转土地情况、家庭资产状况和负债情况进行摸底，并向银行开
放数据，解决了农村金融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了解农户资
产负债状况及融资需求的基础上，该行利用成熟的大数据体系
和风控模型，实现自动线上审批，农户借款人在几分钟之内便可
获知“是否可贷、贷多少”的审批结果，实现了金融机构对农户从
以往“不了解、不敢贷、不愿贷”到“为农户清晰画像、掌握其金融
需求、敢贷、愿贷”的跨越。

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渤海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上。该
行推出的“渤税经营贷”全线上信用类小微专属信贷产品，以税务
数据为核心，根据企业工商登记信息、纳税申报信息、征收信息、经
营数据、违法违章、稽查案件、欠税信息、信用评级等上百项数据，
在小微企业信贷场景下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
术，将税务数据转化成信贷数据，实现银税信息即时线上共享，并
辅以企业数据、外部信息，还原小微企业经营行为和信用水平，对
企业进行风险画像，快速计算得出审批结果。同时风控模型支持差
异化的作业流程与风险策略配置，满足不同地域分行的定制化需
求，使线上业务流程更清晰、操作更便捷、效率更优化。“渤税经营
贷”为优质纳税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纯信用”快速融
资服务，极大改善了客户体验。目前渤海银行与地方税务局签约
的分行已达 24家，产品陆续在陕西、天津、河南、吉林、上海、河
北、广东等区域推出，计划陆续实现在其全部33家分行上线。

敏捷主动的风险管理，满足广大消费者个性
化贷款需求

在消费升级和金融创新大背景下，渤海银行自2017年实施
了零售转型发展战略，发力消费金融业务，截至 2019年三季度
末，渤海银行消费金融贷款年增量达到全行贷款年增量的30%，
而不良率仅为0.61%。

在消费金融业务发展过程中，渤海银行深耕消费场景、细分
消费人群，针对不同用户需求，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服务方案。通
过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真实意愿、真实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
程度，在创新产品模式时，不断优化银行决策机制、提升业务效
率。为提升客户体验，对贷款流程中涉及的相关贷款系统、额度
系统、网贷平台等进行持续改造升级，将日最高发放个人贷款笔
数提升至 30 万笔/天，单笔放款系统自动操作由 2 秒钟缩短至
300毫秒；对现有决策引擎升级改造完成后，按每笔授信业务审
批规则200条计算，决策引擎将到达6000笔/分钟。

赵志宏在发布会上透露，发展消金业务，渤海银行坚持做到
在业务前端了解业务风险点、贷款用途等情况，前置管理风险模
式，建立了全流程的系统自动审核操作。同时，还建设了消金业
务监控及业务分析系统，基于个贷业务数据集市，建立起基于业
务规模、放款、价格、资产质量等主题的数据模型，通过 RE-
PORT 和 BI 分析工具实现对个贷业务的分析统计功能，支持
WEB应用、手机等渠道实时监控，并在总行建立大屏监控室，通
过LED大屏全面展现业务状况、业务处理流程、业务指标监控、
设定风险预警阈值等功能，使基于网贷平台的业务“看得见，摸
得着”、可控可视、实时发现风险。

□朱泊安

乡村振兴发展离不开资金。而银行
在现代经济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
对调配资金、引导经济资源社会流向具
有重要作用。因此，乡村振兴发展需要银
行支持。

笔者认为，银行支持乡村振兴发展，
应从解决乡村经济发展困境处着手，通
过产品创新、优化综合服务、强化经营建
设等方式，帮助乡村解决经济发展中的
困境问题，从而实现有效支持。

聚焦乡村经济发展困境，
支持乡村经济发展

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代表的乡村经
济主体由于自身资产质量差、抵押物不
足、农产品经营风险高等问题，导致融资
难、融资贵、融资慢，严重制约乡村经济快
速发展。从石家庄地区来看，乡村经济主
体的融资利率普遍在7.5%以上，部分农户
融资利率在12%以上，融资成本高；融资
渠道方面，主要集中在信用社、小额贷款
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上，且审批时间长，
有的项目需数月甚至1年以上才能获得贷
款，融资难度大。这些因素制约了乡村经
济主体扩大再生产，不利于经济发展。

对此，建议加快信贷产品创新，为乡
村振兴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一是创新抵

押信贷产品。探索创新土地经营权抵押
贷款、农机具抵押贷款、农产品质押贷
款、政府专项补贴权益质押贷款等。二
是创新信用贷款产品。银行与农业农村
局、税务局等部门对接，通过共享乡村
经济主体经营、纳税信息，通过大数据
分析，创新涉农信用贷款产品。三是针
对农作物、畜禽产品，根据生长周期，探
索创新短期季节性贷款产品，满足小型
农场、农户的短期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针对乡村金融痛点，强化
银行服务乡村经济发展功能

银行加强自身经营建设。一是依托
科技手段，加强渠道建设。通过物理网
点、自助银行、网络银行相结合的布局模
式，提高银行服务乡村企业、居民范围。
二是探索小额乡村信贷业务县域网点
审批模式。将小额乡村信贷业务审批权
下放到县域网点。通过缩短业务审批流
程，提高银行信贷支持乡村经济发展响
应速度和服务效率。三是加大乡村金融
领域资源配置。在资源配置中向县域网
点倾斜，通过持续、有效投入，为有效支
持乡村经济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四是增
加支持乡村经济发展考核分值权重。在
考核体系建立上，增加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指标，并将该指标与资源配置、领导
班子奖惩、员工绩效、职级晋升挂钩，提

高全行员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五是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通过建立人才晋升机制、培训机制、
交流机制，保持人员稳定性，打造一只
服务乡村、扎根乡村的人才队伍，为支
持乡村经济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持续改善乡村经济环境。一方面，由
政府牵头建立乡村经济信用评价体系，通
过评价乡村经济主体的经营、纳税、履约、
支付工人或农户报酬、遵纪守法等情况数
据，对乡村经济主体进行信用评价，为银
行精准信贷支持乡村优质企业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各政府部门加强乡村经济行为
监管，提高乡村整体信用水平，降低银行
因道德信用因素导致的经营风险。

增强外部担保能力。乡村经济主体
由于自身抵押担保能力不足，融资发展
受到制约。对此，可引入政府和社会资
本，为乡村经济主体增强担保能力，降低
银行信贷风险，提高银行支持乡村经济
发展的有效性。一方面，由政府出资成立
乡村经济发展担保基金，为优质乡村企
业增信，提供担保。另一方面，引入专业
担保公司和保险机构，通过商业化运营，
提高乡村经济主体担保能力。

案例：建设银行在支持乡村经
济发展中的探索

在信贷产品创新方面，建设银行开

发出了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的“地押云
贷”及以大数据信息应用为依据的信用
贷款产品“云税贷”“农信云贷”等，实现
了线上申请、线上审批、线上放款。对于
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户实现1分钟放款、1分钟到账，年
利率水平只有5%-5.25%，有效解决了涉
农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
问题。

在支持乡村信息化建设方面，建设
银行发挥科技优势，开发了基层政府服
务平台，为乡村提供“三资”监管、产权交
易管理、涉农资金整合管理、村产核资管
理等科技服务。

此外，建设银行依托“善融商务”平
台，开通“电商扶贫”专栏，主动引进优
质乡村商户入驻，为农产品提供线上直
销渠道。同时，加强自身经营建设。一
方面，不断加强渠道建设，通过部署

“裕农通”，将服务触角延伸到村。另一
方面，开启普惠金融战略，在资源配
置、人才管理、员工考核方面向县域网
点倾斜，为有效支持乡村经济发展提供
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分行）

□通讯员 马立顺

唐山农信勇担当精准扶贫，巧创新
优化服务，全方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截至2019年11月末，全辖各项存款余额
1361.67亿元，较年初增长 151.6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 851.06 亿元，较年初纯增
80.05 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 509.86
亿元，较年初纯增 58.77 亿元，涉农贷款
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522.24亿元，较年初增长56亿元。

小额贷款精准投放，信贷
资金到人到户

去年 10月份，在唐山市乐亭联社三
合庄信用社营业大厅，前来办理存款业
务的老李庄村民老孟乐得合不拢嘴：“真
是太感谢咱们信用社了,亏了信用社贷
给我款养猪，这一年就赚了8万多！”

原来，老孟一家是乐亭县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父女患病多年导致家庭贫困，
在政府帮扶下，治好了疾病改造了危
房。后来，看到村里很多人都在养猪，市
场行情也不错，老孟觉得不能这么混日
子，就有了自己养猪的打算。可是养猪
需要建猪棚买种猪和饲料，家里也没有
钱啊。正好乐亭联社结合政府开展扶贫
工作，了解到老孟的想法后，主动上门进
行贷款调查，为老孟办理了 5 万元扶贫
小额信用贷款。这不，老孟年初用这免
息贷款买了43头小猪仔，精心喂养下生
猪出栏，还留下 6 头母猪。“这次赚了不
少，下回就看它们的了！”老孟的语气里
充满对新生活的憧憬。这并不是个案，
在农信社扶贫小额信贷支持下，唐山市
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走上了致富道路。

为帮助贫困群众尽早脱贫致富，方

便扶贫小额贷款申请发放，唐山农信辖
内8家县级行社将统一格式的扶贫小额
信贷借款申请书交给村两委，便于有贷
款意向的贫困户随用随取。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含脱贫享受政策人员）全部建立
金融服务档案，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对
政府扶贫部门推荐的有贷款意愿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部建立台账，对符合扶贫
小额信贷发放条件的，及时放贷。截至
2019年11月末，全市农信社扶贫小额贷
款达到167户，贷款余额375.37万元。

农业企业龙头带动，银企
携手助力产业扶贫

唐山农信在积极做好贫困农户金融
信贷支持同时，出台信贷支农投放指导
意见，优先向乡村振兴项目倾斜，大力支
持农业龙头企业，以产业扶贫带动农民
增收、农业提质和农村发展。河北美客
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遵化市工
业园区，主要从事畜禽养殖、肉食品加
工。遵化联社和该集团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坚持“龙企带动”战略，大力推广“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近年来先后发放该
集团肉鸡养殖屠宰贷款合计 4 笔，金额
1.55亿元。目前，已发展肉鸡养殖基地6
个，肉鸡存栏120万只，年出栏648万只；
带动合同养鸡户 2000 户，年放养肉鸡
2000万只，为农户增收8000万元，实现了
企业、农户、金融机构的多赢局面。

近年来，全市农信社累计投放贷款
4.73亿元，先后支持唐山金玉农贸市场、
乐亭县通海食品有限公司、唐山绿昕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源源谷物种植、海都水
产、迁安正农鹅养殖、燕禾泉食品等 39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有效带动了
周边农户脱贫致富。

“政银保”多方联动，破解
贷款担保难题

唐山农信实行扶贫工作“一把手”负
责制，以“双基”共建为载体，积极推进

“政银保”模式，建立多方融资合作与风
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三方职能和协作
优势。指导各县级行社与当地政府签订
金融扶贫合作协议，落实风险补偿金共
计962万元，为辖内从事符合当地农业产
业导向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
养殖大户、贫困户及普通农户提供“政银
保”农业合作贷款。

迁西联社为推动三屯营镇建制镇示
范试点的发展，专门制定“政银保”合作农
业贷款管理办法，为融资困难的新型农业
经济主体构筑融资平台。2019年，该联社
成功发放两笔金额60万元的“政银保”贷
款，主要用于扩建蔬菜大棚及扩大养猪
规模，有效解决了农户资金短缺的燃眉
之急，有力助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

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打造老百姓自己的银行

老孟养猪脱贫致富、美客多龙头企业
带动扶贫和迁西联社发放“政银保”贷款
只是唐山农信践行金融扶贫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唐山农信致力于构建普惠
金融服务体系。目前，唐山农信辖内共
有 8 家县级行社，300 个营业网点，实现
了乡镇物理网点的全覆盖。结合“双基”
共建，推动建立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体
系，成立村级金融支农服务站 3808 个，
覆盖面达 95.15%，建立金融便民店 434
个。同时，全力推进结算、汇兑、银行卡、
手机银行、e缴费等各项服务，大力实施

“农信村村通”工程，使村民足不出村就
可办理小额存取款、转账等业务。

截至2019年11月末，全市农信社手
机银行客户总规模97.17万户，累计布放
自助设备 644 台，“农信村村通”提升率
达到100%。

勇担当精准扶贫 巧创新优化服务
——唐山农信全方位服务地方经济

□通讯员 申晓艳

邮储银行沧州市直属支行是一个
充满朝气和活力的青年集体，现有员工
15名，平均年龄33周岁，是一支高素质
的精英团队。成立以来，该支行始终坚
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追
求卓越，创造一流”为目标，不断加强内
部管理，强化服务意识，完善服务设施，
提高服务效率，赢得了客户的依赖和广
泛好评。

微笑服务，合规至上

“我这个钱怎么可能是假的！”日
前，邮储银行沧州市直属支行营业厅
里，客户的一句怒吼，引起了更多客户
的注意。

原来是该支行工作人员在为一名客
户办理存款业务时，经点钞机反复核验，
营业主管复验，确定了一张百元假币，

并告知客户依照程序收缴假币。客户当
即沉下脸来，要求将假币交给他查看并
更换一张。根据经验，假币一旦离开柜
面便再难收回，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纷
争。出于对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在假
币收缴过程中，无论客户的情绪如何强
烈，该支行工作人员始终微笑、真诚面
对客户，详细向客户讲解规定和处理办
法，凭着真诚的态度打动了客户，最终
客户同意上缴假币。通过沉着冷静、不
急不躁的真诚服务态度，该支行不仅及
时防控假币流入市场带来的隐性危害，
同时也以专业素养平息了客户的愤怒、
赢得客户的信任，实现了双赢。

真诚服务，关怀至上

不久前的一日中午，该支行的客户
经理在帮客户办理业务时，发现有一位
老人坐在营业厅门口的台阶上，她以为
老人走累了，歇歇脚，可是忙了一会，发

现老人还坐在那。她推门走上前询问，
老人东一句西一句的话让她意识到，老
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冬日里的寒意
阵阵袭来，客户经理劝说老人进营业厅
坐坐，可老人坚持坐在台阶上，她回营
业厅取来自己的暖宝给老人取暖，陪在
旁边不断询问老人的情况，老人却一直
在说40多年前的事情，她耐心倾听，不
时问询老人的名字和住址，亲切的话语
和微笑让老人逐渐信任了她，和她一起
进到营业厅。在和老人的交谈中，客户
经理了解到老人是沧县人，一会儿又从
书包里拿出存折要取钱，说自己就是来
取养老金的。客户经理耐心细致地帮助
老人办完业务，看着老人糊涂的样子，
实在不放心，经多方联系找到了老人的
家庭地址，并和执勤民警沟通，一起把
老人平安送回了家，老人的家人对邮储
工作人员感激不已。

客户至上、真诚服务，让客户在服

务中感受幸福和满足，这是直属支行全
行上下长久以来坚持的柜面服务理念。
服务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快乐，该行持
续做好服务，以心换心同客户建立情感
纽带，致力打造服务客户的“爱心网
点”，传播更多的正能量。

贴心服务，细心至上

一件件小事，一句句关怀，都体现
着邮储银行沧州市直属支行“以客户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日前，一位老人家因
病腿脚不便、卧床在家，忘了存折密码，
而家人急需这笔钱为老人做后续治疗，
支行行长了解这一情况后，跟随老人儿
子来到家里现场拍照核实，备妥业务申
请授权书，委托其子女代为办理。此笔
业务虽耗时耗力，但得到客户的认可和
好评。“谢谢了，谢谢你们”，虽然字句简
单、寥寥数语，但淳朴的语言最真诚、最
能打动人心。坚持想客户所想、急客户
所急，该行坚持银行服务以客户需求为
中心，随需而变。

小网点，有着大作为；小故事，有
着大能量。邮储银行沧州市直属支行
将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拉近与客户的距离，掌握客户金融
服务需求，继续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服
务质量。

小网点大作为 小举措见真情
——邮储银行沧州市直属支行以客户为中心提升银行服务

聚焦乡村经济发展困境 精准支持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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