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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水浇灌 盐碱地变良田
——工行“种植e贷”支持旱碱麦种植推广纪实

2023年河北省金融科技活动周启动

河北银保监局出台十项措施推动金融服务雄安新区建设
河北日报记者 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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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于洋） 沿着黄石高速
一路向东行至滨海，云层聚多，逐渐连
片，褪去了内陆的暑热。笔者一行刚刚
抵达目的地，扑面而来的凉爽清风夹杂
着海水的咸湿，轻抚着麦田形成一道道
绿色的麦浪，几只海鸥在碧蓝的空中翱
翔，俯瞰这片绿色的“海洋”，一穗穗齐
膝高的旱碱麦沐浴在暖阳里，颗粒饱
满，生机勃勃。

“现在是旱碱麦灌浆期，这样温和的
天气最合适！”黄骅市羊二庄镇赫玮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磊兴冲冲地告诉笔
者，“10 天！只要接下来 10 天内不出现
极端的干热风，今年的旱碱麦就丰收
了！”基于旱碱麦不需灌溉，仅靠自然降
水便能维持生长的特性，种植旱碱麦也
被当地农户形象地称为“靠天吃饭”。近
期，刘磊几乎每天都要查看天气预报，
默默地计算着收割倒计时，也憧憬着辛
苦换来的好收成。

据了解，近3年来，刘磊经营的合作
社陆续在黄骅市境内承包流转土地共计
18512亩，涉及17个村 （场），约1000多
个农户，目前均已种上了旱碱麦。随着
短时间内承包土地扩增，土地流转、种
子购置、土壤改良等种植经营成本激
增，合作社的经营资金一度出现紧张，
而农时不等人，刘磊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工商银行渤海新区支行客户经理孙
经理得知该情况后，多次走进万亩麦田
调查了解合作社经营现状，结合实际为
合作社推介办理了 300 万元的“种植 e
贷”。从贷前调查到审批放款，全程仅用
3天时间，及时高效帮助该种植专业合作
社解了燃眉之急，保证了旱碱麦如期种

植、不误农时。
据了解，随着当地农业部门大力推

进盐碱地改造利用，农户种植旱碱麦的
积极性和种植规模逐年增加，同样遇到
资金困难的种植专业合作社并不在少
数。沧州渤海新区旺鑫种植专业合作社
于今年 4 月刚成立不久，承包了当地
2350 亩盐碱地，其中近 1/4 盐碱地已种
上旱碱麦。据该合作社负责人李鹤介
绍，由于他所在的村子靠海更近，他们
选择的是抗倒伏较强的“捷麦 19”品
种，目前长势良好。“旱碱麦收割之后，
6 月份紧接着种玉米，约 10 月份玉米收
割之后再播种小麦，正是用钱的时候。
我尝试过民间借贷，可是利率太高负担
不起，好在工行孙经理为我办理了‘种
植 e 贷’，纯信用贷款无抵押、放款快，
130万元贷款我已经收到了，可帮我解决
了大难题！”

“‘种植 e 贷’是工商银行基于土
地权属、种植规模、农业保险等涉农数
据，结合农作物生长周期内各环节的资
金需求，为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
其他涉农组织提供的数字普惠融资产
品。”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
业部 （乡村振兴办公室） 李经理向笔者
介绍，“‘种植 e贷’放款额度根据客户
的收入进行测算，信用贷款额度一般不

超 300 万元，若是有抵押品或者担保
的，额度可提高至 1000 万元；贷款期
限一般不超过 1 年，这也是符合一般农
作物的生长周期，若是特殊情况最长贷
款期限可放宽至 5 年，且授信额度可循
环使用。同时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
给予优惠。”“向农户提供资金的过程就
好似‘输血’，我们既要保障种植户

‘血脉畅通’，也要注意不能一味贪多求
快，输血输成‘高血压’。”李经理又形
象地解释道，“种植 e贷”的申请条件要
求客户一般从事种植 3 年以上，有相应
土地的经营权，法人客户需具备合法登
记证书。“目的就是经过科学合理地测
算，给出适合种植业良性发展的授信额
度，真真正正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农户
和农企。”

笔者还了解到，独特的盐碱地种植
条件和相对较长的生长周期，普通单一
农户小规模种植效率低、成本高，当地
旱碱麦种植多数采取种植专业合作社通
过土地流转承包的方式。“同样是 1000
亩地，是整个一块地还是分散的三五块
地，那投入成本会大不同。”沧州渤海
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同志如
是说。集中连片地机械化种植，不但可
以解放农村劳动力、保障农户收益稳
定，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

减少浪费、强化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

昔日荒碱滩，今朝致富路。目前黄
骅市常年旱碱麦种植面积约 61.8 万亩，
总产约13.26万吨。通过近几年产业化的
发展，已经形成集订单农业、收储中
转、面粉加工、食品生产等功能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小麦产业”。工商银行河北
省分行在持续发挥“种植e贷”产品优势
基础上，围绕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
大文章，创新推出了粮食收储贷、农机
贷、农业龙头贷、兴农撮合等十余项特
色惠农产品和服务，让金融“及时雨”
润泽农业致富田。

据统计，2022 年，河北省粮食播种
面积 9666 万亩，单产 400 公斤，总产量
773亿斤。截至发稿，工商银行河北省分
行“种植 e 贷”余额已突破 10 亿元大
关，全力助推我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跑出“加速度”。

5月17日，河北银保监局印发《关于全
力推进金融支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
区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出台十项措施，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高标
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工作。

近年来，河北省银行业保险业持续加
大对雄安新区的金融支持和保障力度。截
至今年一季度末，雄安新区建设项目贷款
余额1970.37亿元，本年累计发放雄安新区
建设项目贷款462.12亿元。《通知》要求，河
北省银行业保险业将从三方面为雄安新区
建设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开创金融支持
雄安新区建设新局面。

大力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落地

《通知》提出，河北省银行业保险业将
在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首批疏解项目的基
础上，持续跟进第二批疏解清单。积极走访

央企总部、科研院所和北京创新型、高成长
性科技企业，了解其落地雄安新区进展，主
动寻求融资对接。

扎实做好雄安新区重点片区开发建设
的资金支持，加强对路网、市政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系统建设的金融服务，
助力加快打造启动区高质量发展样板区，
促进高品质城区和国际一流园区建设。

全面助推雄安新区“妙不可言、心向往
之”的美好场景落地，加大对候鸟天堂、不
堵车城市、自来水直饮、林荫停车场、小型
足球场等建设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为承
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创造良好环境。

加力支持打造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河北省银行业保险业将围绕构建雄安
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充足有效金融供

给，做好传统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
转型的金融支持保障，提高对空天信息、生
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的金融服务质效，强化对科创型小微
企业的金融服务考核激励。

聚焦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将智能
光网、数字交通、智慧社区等数字基础设施
作为重点服务领域，有力支撑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助力打造数字中国
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的全国样板。

加速绿色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绿色
低碳产业发展，为白洋淀生态环境的治理
和保护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为构建蓝绿交
织的生态城市提供全链条金融服务，把雄
安新区建设成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助力建设新时代宜居宜业的人民之城

《通 知》要 求 ，河 北 省 银 行 业 保 险

业要积极满足雄安新区人民群众创业
就 业 融 资 需 求 ，配 合 雄 安 新 区 政 府 优
化 创 业 担 保 贷 款 政 策 ，提 高 创 业 主 体
融 资 效 率 。结 合 新 区 人 民 群 众 创 业 融
资需求特点，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强对
新区人民群众再就业的信贷支持。

围绕医疗、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加强
金融服务，保障雄安新区人民群众健康生
活。鼓励开发责任适度、价格实惠、条款易
懂的医疗保险产品，创新具备较强养老功
能的金融产品，不断增强新区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安全感。

深入服务雄安新区城乡融合发展，利
用金融科技的优势，加强农村金融与乡村
治理的融合，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探
索金融支持乡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在缩小
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上开创普惠金融
新格局。

河北日报讯 （记者王巍） 5 月 20 日，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以下简
称“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举办 2023
年河北省金融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走
进高校宣讲活动，标志着以“热爱科
学、崇尚科学”为主题的 2023 年科技活

动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周首站走进河
北经贸大学，开展金融科技知识普及活
动，激发了大学生探索科学的热情。

本次活动周活动包含座谈、讲座和
有奖问答等多个环节。座谈会上，人行
石家庄中心支行与河北经贸大学围绕人

才培养、专家库建设和标准化建设进行
了深入交流。座谈会结束后，人行石家
庄中心支行有关人士向该校师生介绍了
河北省金融科技发展的新成效、金融标
准体系建设的新进展以及金融科技风险
防范的新举措。活动周活动还邀请了工

银科技公司的技术专家以“银行业数字
化转型趋势与探索”为题进行讲座，为
师生介绍了金融科技最新的发展成果和
趋势。

活动周期间，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协同我省各市中心支行，走进燕山大
学、河北金融学院等高校，广泛宣传推
动科技创新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战略部署，在全社会助力营造尊
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浓厚
氛围。

中国人民银行 5 月 11 日发布数据显
示，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188亿元，同比
多增 649 亿元。4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为 359.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 月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22万亿元，比上年同
期 多 2729 亿 元 。 4 月 末 ， 广 义 货 币

（M2） 余 额 280.85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4%。

专家表示，4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
会融资规模数据同比继续多增，M2同比
增速维持高位，表明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
提供有力支持。

信贷增长质量较好

相比 3 月，4 月新增信贷出现回落。
数据显示，4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7188 亿
元，同比多增 649 亿元。3 月人民币贷款
增加3.89万亿元，同比多增7497亿元。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4
月通常是信贷投放的“小月”，新增信贷
环比回落符合预期。尽管4月新增信贷环
比回落，但同比仍呈现多增。东方金诚首
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4月新增人民币
贷款环比回落是季节性因素所致，在去年
同期疫情冲击造成基数明显偏低的情况
下，同比延续多增。

光大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张旭建议，
不要过度关注单月信贷数据，而应重点关
注“三月同比增速”（近三个月同比增
速） 指标。他表示，今年4月新增人民币
贷款的“三月同比增速”为 28.2%，形成
了过去较长时间以来的高点。4月新增企
业中长期贷款的“三月同比增速”达到
81.9%，依然处于历史较高的水平，说明
信贷增长的质量是好的。

分部门看，4月住户贷款减少2411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 1255 亿元，中
长期贷款减少 1156 亿元；企 （事） 业单
位贷款增加 6839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减少 1099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6669 亿
元，票据融资增加 1280 亿元；非银行业
金融机构贷款增加2134亿元。

可见，企业中长贷依旧是信贷投放主要支撑。仲量联行大中华
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表示，在信贷继续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制造
业倾斜投放下，企业中长贷依旧是主要支撑。

资金活化程度提高

4 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280.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
狭义货币 （M1） 余额66.98万亿元，同比增长5.3%。

“M2同比增速维持高位，与名义 GDP同比增速基本匹配，反
映出目前国内货币环境保持合理充裕，继续为经济复苏提供有力支
持。”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说。

在王青看来，当前 M2 同比增速位于近 7 年来的最高水平附
近，这意味着从货币供应量角度看，金融推动经济回升力度较大。
同时，该指标预示，当前我国物价水平偏低属于短期现象，后期持
续陷入通缩的风险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4月M2和M1增速差值有所收窄。“这反映了
实体经济活跃度明显提升，资金活化程度不断提高。”庞溟说。

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59.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4月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2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729亿元。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财政政策前置发力，政府债
券净融资 4548 亿元，同比多增 636 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
37.28%；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4431亿元，占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的 36.32%。此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
行承兑汇票三项表外融资改善。

结构性工具发力

为巩固经济回升势头，信贷投放节奏将更加灵活。“后期根据
经济修复程度，信贷投放节奏还会灵活调整，主要目标是为今年经
济回升向上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同时保持宏观杠杆率处于合理水
平。”王青表示。

在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看来，恢复和扩大需求是
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稳健货币政策将继续推进宽信用，
短期的节奏调整不影响扩需求的整体政策导向，信贷与社融较快增
长仍具有较强的持续性。

货币政策在延续稳健态势的同时，将更加倚重结构性工具发
力。庞溟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仍将以结构性政策工具为
主，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保持定向发力、精准发力、
持续发力。

政策的协调配合需要强化。温彬表示，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的协调，进一步提振经营主体信心。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前
提下，继续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持续加大
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巩固经济稳步回升的基础。

（据新华社）

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
粮仓”。河北省现有盐碱地
1068.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
的 12.1%，主要集中在滨海
地区和黑龙港流域。用足用
好金融惠农政策，充分激活
后备耕地资源，将对提升农
业产能发挥积极作用。长期
以来，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
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积极践
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
性，不断加大盐碱地旱碱麦
种植支持力度，笔锋墨满，助
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
大文章。近日，笔者来到沧
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走进种
植专业合作社、旱碱地麦田
一探究竟

上图：工行渤海新区支行市场部经理（右一）与种植户交谈。
下图：沧州渤海新区旺鑫种植专业合作社承包的旱碱麦田。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冠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