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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投放贷款 73.6亿元，占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一半以上——

农信系统全力支持我市综合实力重返全省第一方阵

平顶山作为工业城市，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势头强
劲，金融需求旺盛。多年来，农信系统一直把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作为责任担当，倾其所能腾挪信贷资金，大力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以农信力量托起民营经济腾飞的翅膀。天瑞集团、大地
水泥、国润牧业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在农信社的帮助下不断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迈上发展快车道。

夯实客户基础。去年，在农信系统大力开展“三访四进一
提升”活动，要求年底前各行社对辖区内所有个体工商户、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园区、小微企业逐笔建立客户档案，列出客
户清单，逐户走访落实，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探索农业设施抵押融资、大型农机
设备租赁、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业务，深入研究“两权”
抵押贷款模式，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贷款担保难问题；推出阳光
贷、畜牧兴、鑫龙贷、企贷通、周转贷、农家乐、商户乐等 20 多
个贷款品牌，为小微企业和商户融资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选择；
建立由企业、专业合作社、政府担保基金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
的联合增信体系，提高小微企业贷款的可得性。

提升审批效率。针对小微企业贷款需求“小、频、急”的特
点，全市农信社优化完善授权制度和授信流程，大力推广“独
立审批人”制度，缩短不必要流程。同时，借助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研发推出“金燕 e 贷”“金燕快贷”
新产品，提升审批效率，让数据多跑路，让客户少跑路或不跑
路。

降低贷款利率。充分利用支农支小再贷款、千万元以下
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减免增值税等国家优惠政策，将政策
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严格执行“两禁两限”政策，

“七不准”“四公开”规定，下调收费标准。今年，农信系统将采
取多种措施，确保利率稳中有降，让利于民、让利于企。

助力企业纾困。推广“无还本续贷”“金燕连续贷”“金燕
帮扶贷”业务，对一些市场前景好、产品有销路、资金暂时困难
的企业，不降低信用等级、不减少信贷额度、不压缩信贷规模，
与民营企业做到同进同退。去年以来，为帮助海星化工公司
摆脱困境，农信社通过发放临时贷款、先还后贷等方式，消除
了企业的不良记录，帮助企业恢复正常经营。目前，已成功引
入中国企业 500 强企业——旭阳集团的投资，相关合作项目
正陆续开工建设。除了对农信社自己支持企业的倾力支持
外，全市还对其他行抽贷、断贷的企业施以援手。光明彩印是
一家从事印刷业务的民营企业，老板有着良好的信用记录。
去年以来，公司在他行贷款到期无法取得新的融资，一度濒临
停产。得知情况后，农信社主动对接，为其授信 280 万元，及
时为企业注入流动资金。目前，该企业已恢复正常经营。

数据最有说服力。截至去年底，全市农信社小微企业贷
款较年初净增 58.2 亿元，存量客户达到 68862 户，占新增贷款
的 79.1%，贷款余额达 339.8亿元，占各项贷款的 65.5%，占全市
金融机构的四成左右。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五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平顶山农信系统广大干部员工将秉持为民情怀，坚守使
命担当，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良好的作风，在支持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征程上再立新功。 （王方方 王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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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信 社 姓“ 农 ”，从 上 世 纪 50 年 代 诞 生 起 ，农 信 社 就 与

农 业 、农 村 、农 民 的 发 展 紧 密 连 在 一 起 。 近 70 年 来 ，一 代

代 农 信 人 沐 风 栉 雨 、默 默 耕 耘 ，用 辛 勤 的 汗 水 凝 聚 和 传 承

着 懂 农 业 、兴 农 村 、爱 农 民 的 不 变 基 因 。 党 的 十 九 大 召 开

以 来 ，党 中 央 大 力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 在 这 样 的 大 背 景

下 ，农 信 社 持 续 加 大 涉 农 信 贷 投 放 力 度 ，着 力 满 足 广 大 农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扎实推进。

立 足 县 域 经 济 ，大 手 笔 做 好“ 农 ”字 文 章 。 乡 村 振 兴 ，

产 业 兴 旺 是 关 键 ，金 融 活 水 是 血 脉 。 农 信 社 按 照“ 总 体 稳

健 、调 节 有 度 、结 构 优 化 ”的 要 求 ，以 项 目 带 动 为 抓 手 ，计

划五年内为平顶山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注入 172.5 亿元信贷

资 金 ，不 断 提 高 服 务 层 次 ，大 力 支 持 农 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 互 联 网 +现 代 农 业 ”建 设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经 营 ，加 大 对 乡

村 旅 游 和 休 闲 农 业 、农 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农 村 招 才 引 智

的支持力度，大力推动县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着眼基层基础，扶持涉农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信 社 发 挥 自 身 地 缘 和 网 点 优 势 ，结 合 当 地 产 业 布 局 ，优 化

信 贷 投 向 ，大 力 支 持 家 庭 农 场 、专 业 大 户 、农 民 合 作 社 ，既

拓 展 了 业 务 领 域 ，提 高 了 贷 款 质 量 ，又 有 力 地 推 动 了 农 村

劳动力转移、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服务水平，方便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全市农信社

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做好各类财政性资金代收代付工

作。作为代发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的主渠道，农信社

年均发放 110 万笔，金额为 6 亿元，仅此一项每年的成本就

在 2500 万元左右；全市农信社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存量达

924 个，POS 终端存量达 7040 台，自助设备存量达 585 台，电

子银行客户数达 37.7 万户，电子银行交易替代率达 83.3%；

市区及叶县、鲁山、郏县等县域实现公交车 IC 卡电子现金

闪付，部分商圈实现银联二维码支付功能。郏县农信联社

在县域医疗卫生系统推行“互联网+医疗+卫生+金融”的居

民健康卡多应用系统，为群众就医提供了极大便利。

多 年 来 ，全 市 农 信 社 三 农 服 务 工 作 不 放 松 ，支 持 力 度

不 减 弱 ，信 贷 投 放 不 下 降 ，取 得 显 著 成 绩 。 截 至 去 年 底 ，

农信社各项存款新增 54.1 亿元，余额达到 769.5 亿元，占全

市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新 增 存 款 的 21.3% ；各 项 贷 款 新 增 73.6
亿元，达到 518.8 亿元，占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

51.8%，创 历 史 新 高 。 其 中 ，净 投 放 涉 农 贷 款 66.6 亿 元 ，余

额 达 465.1 亿 元 ，占 各 项 贷 款 的 89.6%。 特 别 是 去 年 以 来 ，

在 存 款 增 速 持 续 放 缓 的 情 况 下 ，全 市 农 信 社 内 引 外 联 ，拓

宽资金来源，以五分之一左右的存款新增市场份额贡献了

一半以上的贷款新增市场份额。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举全党全国全社会
之力，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定的必胜信心，
层层严格落实责任，主动扛起地方金融机构助力脱贫攻坚的
大旗，助力脱贫攻坚。

加大扶贫小额信贷投放力度。全市农信社积极组织人员
深入贫困户走访调查，做好评级授信，逐户建立扶贫档案，有
针对性地提供信贷产品，将贷款送到田间地头，送进羊圈牛
棚，送到农民最需要流动资金的“节骨眼”，有效满足了贫困户
创业的资金需求。截至去年末，全市农信社扶贫小额贷款余
额达 1.68 亿元，帮扶贫困人口 23345 人，占全市十家扶贫主责
任行小额扶贫贷款总额的 63.5%。

大力实施产业扶贫。结合鲁山县旅游家庭宾馆、郏县铁锅
铸造和烟叶种植、叶县盐化工、舞钢市钢铁加工等区域特色产
业发展和贫困户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积极创新“农
信社+贫困户+企业”“农信社+政府+贫困户+合作社”“农信担”

“光伏贷”等扶贫模式和产品，有效提升扶贫效果。去年，鲁山
联社在该县尧山镇四道河村开展扶贫贷款集中授信活动，一次
性向 168 户贫困户发放 840 万元扶贫贷款，贫困户用以入股墨
子古街景区，每年可享受 3500 元左右分红；叶县农商银行发放
9800 万元信贷资金，帮助有养殖条件的贫困户养牛，并与养牛
企业进行对接，构建了由养牛企业供牛并提供技术指导、养牛
户饲养、养牛企业售牛的产业发展模式。截至去年末，全市农
信社产业扶贫贷款余额达 8.51亿元，帮扶贫困人口 88066人，占
全市十家扶贫主责任行产业扶贫贷款总额的 60.3%。

积极参与“百企帮百村”活动。与对口帮扶村鲁山县下汤
镇杨家庄村主动联系对接，在前期投入专款对该村道路交通、
电网改造、卫生室、安全用水、“六改一增”等民生项目改造升
级的基础上，去年又出资 3 万元帮助该村进行房屋改造；包户
员工多次深入贫困户家中，全面了解情况，讲解扶持政策，制
定脱贫规划，拿出帮扶措施，实实在在帮助贫困户尽早脱贫。
同时，辖内行社主动对接政府，通过捐款捐物等形式对贫困户
及其子女直接救助，切实帮助他们减轻负担。去年，全市农信
系统累计捐赠钱物价值 57.77 万元。

截 至 去 年 底 ，农 信 社

各 项 存 款 新 增 54.1 亿元，

余 额 达 到 769.5 亿 元 ，占

全 市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新

增 存 款 的 21.3% ；各 项 贷

款 新 增 73.6 亿 元 ，达 到

518.8 亿 元 ，占 全 市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新 增 贷 款 的

51.8%，创历史新高。

截 至 去 年 末 ，全 市
农 信 社 扶 贫 贷 款 余 额 达
10.19 亿元，帮 扶 贫 困 人
口 111411 人，占 全 市 十
家扶贫主责任行扶 贫 贷
款总额的 57.3%。

截 至 去 年 底 ，全 市 农
信 社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较 年
初 净 增 58.2 亿元，存 量 客
户 达 到 68862 户，占 新 增
贷 款 的 79.1% ，贷 款 余 额
达 339.8 亿 元 ，占 各 项 贷
款 的 65.5% ，占 全 市 金 融
机构的四成左右。

1 服务乡村振兴
传承农信基因

她是我市分量最重的“钱袋子”，存贷款规模长期

位居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她是我市金融支农的

主力军，10 家法人机构，333 个营业网点，近 6000 名在

岗员工遍布城乡，农户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分别占全市

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应总额的 90%和近 40%。作为全市

最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平顶山农信系统在改革发展

中始终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

液和命脉，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平顶

山农信系统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主动融

入、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在服务乡村振兴、助推脱贫攻

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用实际

行动生动诠释了“服务三农、改善民生”的使命担当。

2018 年，各项新增
贷 款 创 历 史 新 高

2018 年 ，全 市 农 信 社
扶贫贷款余额达 10.19 亿元

平顶山市农信办主任李文斌携全体员工祝全市人民春节愉快平顶山市农信办主任李文斌携全体员工祝全市人民春节愉快 阖家幸福阖家幸福

2 助推脱贫攻坚
彰显农信担当

3 支持民营经济

发挥农信力量

2018 年，全市农信社小微企业
贷款占全市金融机构的四成左右

工作人员调查粮食购销贷款使用情况

又是喜领补贴时

与养殖专业合作社对接，了解信贷需求

入户调查

进村入户讲解金融知识

市农信办党组书记、主任李文斌(左）深入企业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