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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河北省分行

打造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燕赵样板”

鸡泽农商银行存款
余额突破8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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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银行业推出适老化金融服务解民忧

河北日报讯（于洋）2月14日上午，农发
行河北省分行召开 2022 年年度工作会议。
笔者在会上获悉，2021年，农发行河北省分
行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加大对全省乡
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
度，全年累放各项贷款 685 亿元，同比多放
208 亿元；年末各项贷款余额 1890 亿元，较
年初净增256亿元，累放额、余额、净增额均
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2021年，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在
业务发展、服务三农、合规管理和党建等方
面均取得显著成效。该行夏秋粮收购和城乡
一体化贷款投放等16项业务经营指标超额
完成总行下达任务；帮扶贷款投放居全省同
业首位，实现62个脱贫县全覆盖；绿色贷款
增幅 61.3%，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45.6个百分
点。开展“首月首季开门红”“红六月·献礼百
年华诞”“奋战六十天·决胜开局年”系列活
动，深入推进“大普查、大走访、大营销”，全
力服务“六稳”“六保”。2021 年一季度贷款
投放是前两年同期投放平均数的近两倍，上
半年贷款投放完成全年发展目标的80%,跑
出了前所未有的“河北农发行速度”。以强化

“三合一”（风险、合规、纪检）专员履职为抓

手，探索实施县级支行基础工作量化考核。
认真开展“信贷合规管理推进年”、合规“标
杆单位”创建等活动，扎实推进依法办行、合
规经营。在全系统率先推动调查、审查、放款

“三个中心”落地运转，加强前中后台协同，
不断提高办贷管贷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坚
持党建统领格局，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创新建立“天天读、周周学、月月讲、季季展”
学习机制，开展“十个一”专项促学活动，与
财政部河北监管局以及 121 个红色资源单
位开展联学共建，狠抓943项“办实事”项目
落地，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作
动力和支农业绩，促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互
促，全行风清、气正、心齐、劲足、绩优良好局
面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下一步，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将继续聚
焦“六大领域”，擦亮“四个品牌”，努力打造
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燕赵样

板”，更好稳住全省三农基本盘，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一是聚焦服务国家粮食安
全，及时足额保证政策性收储信贷资金供
应，积极推广粮食信用保证基金、“竞拍贷”
等模式，大力支持市场化收购。围绕“粮头
食尾”，支持粮食全产业链发展，以支持骨
干国有粮企整合重组为重点，主动介入和
积极参与全省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贡
献智慧力量，擦亮“粮食银行”品牌。二是聚
焦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加快推动政策性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大易地搬迁后续
扶持支持力度，积极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
业发展，利用好“万企兴万村”六方合作平
台，助力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三
是聚焦服务农业现代化，大力推动高标准
农田建设、“空心村”治理等农地业务发展，
积极支持全域综合整治试点项目，擦亮“农

地银行”品牌；围绕河北省特色种业发展推
进方案，支持打好种业翻身仗；积极支持各
类产业园区、示范区、冷链物流基地等平台
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四是聚焦
服务农业农村建设，围绕全省 20 项民生工
程建设项目，积极支持县域内新型城镇化
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大力支持安置房建
设，积极探索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大
力支持农村生活水源江水置换、主要河流
治理、水库建设等重点水利工程，擦亮“水
利银行”品牌。五是聚焦服务区域协调发
展，加大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支持力度，探索
协调联动、差异化信贷政策；持续加强对京
津产业疏解项目的支持。深入对接雄安新
区发展规划，大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六是
聚焦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突出支持农业农
村绿色发展，聚焦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六
大绿色产业，积极申领使用碳减排支持工
具资金，加快发展绿色信贷业务，推动绿色
金融提标扩面；大力支持张家口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雄安建设，探索使用
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绿色
权益担保方式，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和模式
创新，擦亮“绿色银行”品牌。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石明村、巩修山）
日前，在南宫市亨楚汽车用品公司生产车
间里，几十名工人围着电动缝纫机紧张工
作着，公司经理郁传玉说：“我们研发的汽
车储物箱，来自日本和东欧地区市场的订
单源源不断，产品能够走出国门，多亏了农
信联社的 50 万元‘复产贷’支持才渡过了
难关。”据了解，截至去年末，南宫市农信联
社用“复产贷”先后支持了 98 家像亨楚汽
车用品公司这样的毛毡企业复工复产，累
计发放贷款余额4900万元。

毛毡产品生产加工是南宫市的传统产
业，去年，南宫市出现新冠肺炎疫情，迫使众
多毛毡企业因原材料不能购进停工停产。南
宫市农信联社认真贯彻落实“六稳”“六保”
工作决策部署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金融服务，运用“复产贷”解决企业因受疫
情影响出现的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帮助企
业解决原材料采购等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后，生产的毛毡春联、七彩毛毡、“福文化”

“童趣”毛毡卡通等产品不仅享誉国内，还销
售到日本、韩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

河北日报讯（记者白增安 通讯员王
博）去年以来，邯郸银保监分局引导辖区内
银行业采取多种举措，创新推出多样化适老
金融服务，扎实提升老年客户服务水平，让
老年人在金融信息化发展中获得感更多的
幸福感和安全感。

依托厅堂阵地，发挥传统服务方式兜底
保障作用。邯郸各金融机构不断优化网点布
局，合理安排人工窗口，减少排队等候及业
务办理的时间，增设便民设施，助力老年群
体享受金融服务时“无障碍，不折腾，省时
间”。工行邯郸分行发挥网点适老服务主阵
地作用，积极开展网点硬件环境适老化改

造，78 家网点均配备老花镜、轮椅、放大镜
等服务硬件设施，设置无障碍通道、爱心窗
口，打造百姓信赖的“工行驿站”公益惠民服
务品牌。农行邯郸分行开发指纹签名功能，
作为手工签名的补充形式，有效解决老年人
不便签名问题。

延伸柜台服务，解决特殊群体实际困
难。邯郸银行业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贯彻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在符合疫情防控和规章制度的前提下，
针对有特殊情况无法到店的客户提供柜台
延伸服务。去年邯郸各金融机构共提供上门
服务 2000 余次，帮助有困难的老龄群体解

决金融服务需求中实际问题，真正做到“急
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科技赋能，进一步优化移动应用与智能
终端。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解决老
年人对智能设备“看不清”“找不到”的问题，
辖区内各金融服务机构纷纷推出界面更简
洁、功能更突出、文字更清晰的“老年版”手
机应用软件。工行邯郸分行召开员工专题培
训会，针对有移动金融服务需求的老年客户
群体，积极引导其使用“幸福生活版”手机银
行，在系统内的ATM、智能终端等机具上同
步设置关怀版专属界面，提升老年人自助机
具使用体验。

宣传普及金融知识，提高老年人风险防
范能力。去年以来，邯郸银行业开展“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年”活动，打造围绕
老年人和在校大学生的“一老一少”宣教体
系，不断提升群众尤其是农村地区群众金融
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联合人民银行邯郸中
心支行、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等多家单位，持
续开展防范非法集资、防范网络诈骗等宣传
活动。农行邯郸分行组织网点人员利用周末
时间到周边村庄或社区开展老年人金融知
识小课堂，有针对性地向老年人介绍电信诈
骗种类及手段，普及反诈知识，帮助老年人
提高金融安全防范意识。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霄、王莹莹）鸡泽农商银行坚定支农支
小、支持实体经济与民营经济，做优金融服务精准扶贫、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全力助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截至2月6日，该行各项存
款余额达80.4亿元，较年初增长3.7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8.2亿元，
较年初增长0.2亿元，存贷款增量、规模、市场份额保持全县同业第
一。其中，投放涉农贷款36.1亿元，小微企业贷款44.4亿元，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10.1亿元，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
活水。

近年来，该行始终秉持“与农户同心共赢”的诚心与“普惠金
融、精耕细作”的服务理念，将电子银行渠道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新
引擎，在全县7个乡镇169个行政村搭建“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综合
体”3家，助农服务点92个，布放ATM机37台、POS机98台、移动
展业（e挎包）13台、社保卡发卡机6台，有效解决农户取款难，助农
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同时，该行通过不断完善和拓宽金融服务范
围，在全县开展“金融夜校”“欢乐椒乡行”等金融知识大赶集活动，
为老百姓提供存贷款产品、反假币、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疑问解
惑，让助农服务建设走进千家万户，从而实现“农民受益、商户乐
意、银行如意、政府满意”的多赢格局。

该行牢固树立转型提质发展理念，通过加快金融科技创新，拓
宽业务销售渠道，全面提升科技金融支撑力，为农商银行高质量发
展“提档加速”。一是结合客户需求，在网点增设网银体验一体机、
智能自助填单机、智能排队叫号机、免拨咨询电话、柜外清、自助发
卡机等厅堂智能机具，将厅堂打造为智能化、场景化、生活化、综合
化的服务区域，增加客户体验，提升服务效率。二是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进行产品、流程、业务以及服务创新，加大力度推广云闪付、
聚合支付、农信e购、校园一卡通等业务，通过与当地中小学、个体
工商户等进行合作，持续完善线上平台业务，实现了客户随时随地
享受网上购物、缴费、充值等金融服务。三是适时推出商贷宝、农贷
宝等贷款产品，给予符合条件的客户小额信用授权贷款额度，并实
施“一次审批、随用随贷”，有效提高了客户金融服务体验，满足了
多样化金融需求。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赵俊清）春节前夕，河北某建筑公司 500
余名农民工翘首以盼，终于在返乡前将工资揣进背包，带着喜悦共
赴阖家团圆。这份冬日里的暖心，正是中信银行石家庄高新技术开
发区支行全体员工的敬业和担当。该支行克服了工资发放时间紧、
代发人员众多等困难，加班加点顺利在春节前完成了1000余万元
现金的发放任务，展现了中信银行作为国有金融企业的责任与
担当。

近日，该公司前往中信银行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赠送一面书
写“服务优质高效 为民排忧解难”的锦旗，感谢中信银行在春节
前夕为发放农民工工资提供的细致、高效服务。中信银行石家庄分
行始终坚守“客户为尊”理念，不断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
彰显中信银行的服务温度。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崔利凡）去年以来，隆
化县联社认真贯彻落实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强化普惠金融服务、增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活力的决策部署，统筹信贷资源，持续推进
惠企纾困政策、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全面提升金
融服务水平，助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截至去年
末，该联社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45.01亿元，较年
初增加 10.85亿元，同比增长 13.17%，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197.05%；普惠型小微企业余额7.01
亿元，较去年年初增长1.65亿元，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160.05%。

落实信贷政策，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深入企
业进行走访，努力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全面落实
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等一系列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的惠企政策，通过延期还本付息、无还本续
贷、增加授信等多项措施，加大对疫情影响重点
区域、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助力经济秩
序有序恢复。截至去年末，累计发放复工复产贷
款54笔，金额93200万元；办理延期还本付息贷
款 79笔，金额 14.71万元；无还本续贷 14笔，金
额20690万元。组织客户经理定期到产业园区、
商业区、特色温泉旅游度假村等上门走访，加强
与资金实力强、发展前景好、诚实守信的优质企
业合作，不断加大信贷投放，企业类贷款较年初
增加73487.67万元。

推动减费让利，降低小微企业负担。合理确
定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主动减免服务手续费，持
续向小微企业减费让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
至去年末，普惠型小微企业累放贷款 70127.58
万元，针对受疫情影响结息困难的客户，积极给
予减免罚息、延后还款，不计入征信记录等支
持，累计为37家小微企业减免费用779.6万元；
借助支农再贷款利率优势扶持企业发展，办理
支农再贷款 30483 万元。同时，拓宽担保渠道，
推广信用贷款产品，有效解决小微企业担保难
题，针对自然人推出“消贷宝”等个人信用贷款
产品，针对特色养殖小微企业推出了“牛贷宝”
等产品。截至去年末，累计发放各类信用贷款
5126.08万元。

发挥小贷优势，创新信贷产品服务。充分发
挥小贷中心优势，在“农贷宝”“商贷宝”信贷产
品的基础上，针对辖内建材商圈、生活餐饮、城
区集贸市场等，推出“易贷宝”等具有授信额度
大、随用随贷、循环使用等特点的信贷产品，为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提供流动资金支持。在
原有信贷种类基础上，创新推出乡村特色温泉
旅游民宿贷、中草药种植贷、草编加工贷、农产
品生产加工销售贷等四种助力乡村振兴系列贷
款。为支持新老客户、小微商户更好地发展，创
新推出“消费贷”“公务员贷”“工薪贷”“个人一手房、二手房按揭贷
款”等特色产品，解决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用款难题。自小贷
成立以来，累计办理各项贷款11.72亿元，为小微企业快速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

暖心服务保障农民工
工资及时发放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孙亚君、李慕晗）
2022 年伊始，唐山农商行开平支行围绕地
方产业发展规划，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格局，
履职担责、积极作为，“三力齐发”持续提升
金融服务水平。

当好地方金融排头兵，借力政银企三
方互动“抓先机”。作为开平区主要地方银
行，该支行及时跟进区域产业规划和发展
重心，围绕装备制造、中药材养殖、城市
休闲等产业，持续做优金融服务。截至 1
月末，该行各项存款余额632695万元，占
当地银行业机构的 24%，各项贷款余额
606099 万元，占比 49%，地方主要银行地
位进一步巩固。1 月 19 日，该行作为首席
受邀银行参加开平区2022年首场政银企对
接会，与辖内某知名制药企业现场签署合
作协议，给予该公司授信4300万元，支持
其发展中药材养殖和中药饮片研制、生
产，并与众多参会企业初步达成合作意

向。同时，该支行以本次政银企对接会为
起点，在首季“开门红”营销工作中，认
真梳理区域优质企业名单，锚定重点项
目、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以及绿色低
碳产业，先后实地走访、线上沟通对接企
业30余家，为2022年各项业务营销工作奠
定良好基础。

争做乡村振兴主办银行，围绕都市特色
农业“开新局”。一是积极立足开平区位于
唐山城市中心区，农业人口占比低，农业发
展定位于城郊型都市农业的区域特色，以与
地方政府签订《金融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合作协议》为契机，深挖“双基”共建发展动
能，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优质粮食生产工
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以及家庭农场等项
目，全力提供便捷高效的资金支持，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走深走实。截至1月末，该行涉
农贷款余额66182万元，重点支持了辖内数
十位农户的农业机械生产和某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的农业深加工生产销售活动。二
是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继续升级加
力，积极落实与开平区政府签订的《脱贫人
口小额信贷合作协议》，对三级金融服务站
提供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做
到应贷尽贷。该行向洼里夏庄回民村的某
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3万元，支持鼓励其积
极借助当地民族特色开展肉牛养殖活动，并
主动为其寻找销售出口，帮助其脱贫“摘
帽”，获得当地群众广泛赞誉。三是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地方助学贷款主办银
行的作用，截至1月末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
贷款19.39万元，帮助15名寒门学子实现大
学梦想。

贯彻普惠金融理念，做好扶持小微企
业发展“大文章”。一是积极践行“金融服
务为民利企”理念，仅 1 月份，全辖累计
走访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300 余户，全
力开展特色业务产品宣传营销工作，开通

有效真实农信 e购商户 75户，极大满足了
辖内客户的结算业务需求。二是针对核心
企业产业链的上下游小微企业开展针对性
营销，依托“银税贷”“房快贷”等特色产
品，进一步提高审贷效率、降低小微企业
融资门槛。截至 1 月末，累计发放产业链
贷款20笔、金额6000万元，小微企业累计
贷款 303 笔、金额 315665 万元，其中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 215 笔、金额 88219 万元。
特别是新增某机械有限公司、货物运输公
司、机电设备公司等13户区域重点小微企
业贷款 10256 万元，与开平区建设现代装
备制造和智慧物流商贸新城的规划形成同
频共振的良好效果。三是对开立基本户的
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进行“全覆盖式”
回访对接，确保符合条件的客户群体获贷
率达到100%，让更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经
营者“知政策、懂金融、能发展”，持续完
善金融支持举措，切实帮助其纾困解难。

唐山农商行开平支行

“三力齐发”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复产贷”助力传统
产品创新走出国门

临漳农信社
支持县域特色产
业发展，创新推
出“大棚贷”“草
莓贷”“山药贷”
等 特 色 信 贷 产
品，持续提升信
贷需求与产品服
务适配性。截至
1 月 15 日，该联
社新发放种植业
贷 款 821 笔 、金
额5511.32万元。
河北日报通讯员

宋小玉摄

2022年以来，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坚持抢前抓早，推动各项工作全面
提速。1月份累计审批贷款54笔、金额140.7亿元，同比增长29%；
累放各项贷款109亿元，同比增长9%。2月11日，贷款余额再攀新
高，突破2000亿元大关，实现了业务发展“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