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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村授信”：按下乡村振兴“快进键”
——舞钢农商银行发扬“背包下乡连续作战”精神纪实

1月9日，舞钢农商行工作人员冒雪走村入户开展“整村授信”宣传工作。

全员参与、集体宣誓，为乡村振兴献计出力。

工作人员在为村民建立授信档案。 基层干部群众积极配合参与“整村授信”工作。

曾几何时，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夜阑星稀，
老一辈“农信人”翻山越岭，背包下乡，走家串
户，牢牢坚守为“三农”服务的宗旨。在担任金
融使者的同时，把农民当亲人、与村民交朋友，
当起了群众生活的“百事通”和“贴心人”，在艰
难困苦的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创出辉煌业
绩，成为一代人记忆里的“最美风景”。

“如今进入新时代，一方面，尽管社会飞速
发展，但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仍然
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薄弱、资金渠道缺
乏等问题，农业、农村、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金融支持；另一方面，舞钢市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等任务艰巨，无论是从
服务驻地经济发展还是为满足群众现实生产生
活需求，舞钢农商行都应该义不容辞担起这份
沉甸甸的责任。”新年伊始，舞钢农商银行党委
书记、董事长高省伟果断按下了该行助力乡村
振兴的“快进键”。

1 月 9 日，适值隆冬，天寒地冻，新年首雪让钢城大地

尽显秀丽娇美。

一条条悬挂在路旁的横幅、一幅幅张贴在村头的海

报，与乡间田野一拨又一拨顶风冒雪奔走忙碌的身影，在

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格外醒目——随着 2019年舞钢农商行

“决战开门红”工作正式拉开大幕，连日来，该行员工白天

走村下乡、背包入户，晚上整理统计资料、安排次日工作，

聚全行之力、集全行之智，探索推出“整村授信”工作。

“借助探索实施‘整村授信’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普

惠金融价值，重拾‘背包精神’、重回‘为农本源’，应成为

当下‘农信人’的情怀所系、职责所在、使命所为。”高省伟

说，“整村授信”是指舞钢农商银行对辖区每一个村内符

合条件的农户集中进行“预授信”、留下“备用金”，使农户

有需求时足不出村就能获得贷款，其节省费用、授信期

长、利率优惠、上门办理等优点，将从真正意义上实现“金

融服务不出村”，是一项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燃眉之急的普

惠金融新举措。

就行内金融业务本身而言，通过“整村授信”把存贷

款联系起来实施存贷互动，实现“以点带面”带动农信金

融业务稳步提升。这一模式突出将金融业务从单一零售

转向统一批发，并且追求对市场服务的精耕细作，通过细

分市场网格化规划、批量信息采集与信息评估、基于客户

违约成本考量的产品设计、信用评分与软信息相结合的

风险控制、主动预授信、批量签约仪式等方式，提高营销

效能、提升服务品质，其本质是实现了贷款由“被动三查”

到“主动授信”、由“被动审查”到“主动服务”、由“等客上

门”到“主动获客”、由“规模经营”到“客户经营”4 个转

变。“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整村

授信’可以说是农商行‘做小做散’战略定位强有力落地

的新举措。”高省伟说。

“我原本计划今年初开办个农家乐，可是家里一时半

会儿凑不出来这么多钱，‘整村授信’真是帮了我的大

忙。”杨庄支行一行人来到水田村开展“整村授信”工作，

得知了自己的授信额度，村民徐师傅高兴得合不拢嘴。

“通过几天的接触了解，发现‘整村授信’是一次真心

为村民造福的大工程，村民普遍的感觉是：以前朴素为

民、背包下乡的‘老农信人’又回来了。”武功乡武功村党

支部书记范朝阳说。

重回“本源”，
让“背包”精神接力流传

时代在召唤，行动见真章。为确保“整村

授信”工作扎实有力开展，继 1月 2日在舞钢市

党群文化艺术中心召开动员誓师大会后，舞钢

农商银行坚持以“乡村振兴农商行在行动，普

惠金融农商行在践行”为基本方略，各支行积

极行动，按照既定安排部署，将会议精神化作

具体行动，全员参与、分头实施，挂横幅、贴海

报、发材料，轰轰烈烈开展“整村授信”工作。

活动中，董事长高省伟、行长刘建党等舞

钢农商行班子成员与群众面对面答疑解惑，

客户经理、支行员工通过设立咨询台、入户走

访等方式，耐心细致地向村民介绍了“整村授

信”及贷款产品，将政策内容传递到村村组

组、千家万户；在乡（镇、街道）及村组干部的

全力配合下，该行工作人员对照村民花名册逐

户评议信用、逐人建立档案，进行普惠评级、综

合评定额度。在活动现场，针对村民缺乏金融

知识的普遍现象，该行邀请评级通过的村民当

场参加授信活动，切身进行用信体验，以接地

气、易接受的方式宣讲信用的重要性，提高村

民的信用意识。在每一处活动现场，主办方还

特意增设抽奖、微信群抢红包等互动交流环

节，拉近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切实解决村民难

题，充分提升了群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整个

活动严谨有序、气氛活跃。

为了最快速、最高效地满足群众所需，舞

钢农商行急群众之所急，提高站位、明确目

标，坚持抓市场机遇、抓质量创新，强化组织

领导、细化梳理流程，立足可持续发展建立了

一套完善的长效机制。在前期进行充分吹风、

培训、讨论的基础上，该行上下统一思想认识，

按照既定方案，确保措施、风控、奖惩及时到

位，并要求每一位参与者针对怎么宣传、怎么

解释以及政策怎么把握，做到心中有数、有的

放矢。各支行结合实际，创新方式方法，将授

信、存款、电子银行业务、金融知识、传送、档案

搜集与宣传有机结合，扑下身子连续作战、真

心为民逐村推进。活动中，该行坚持把风险控

制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到宁缺毋滥、线上线下

交相配合，全行员工持续发扬“5+2”“白加黑”

奋斗精神，全力攻坚，营造围绕重点业务全员

发力的浓厚氛围，部室每周不低于两天的时间

深度融入基层，切实提高办理效率。针对活动

中出现的新问题，该行不断改进流程和方法，

保证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月 10 日，在尚店镇顶门村，听说农商行

的小微客户经理和“整村授信”项目组正在组

织入户调查，从事规模化养殖多年的一名农

户主动前来搭讪：“最近的养猪行情不好，赔

了不少，正发愁呢。我养有 50 头猪，喂不起

了，现在要是都卖了会血本无归。幸亏你们

来了，要是能给我贷 10 万块钱，到了年底我这

批猪就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就能把贷款还

上，这真的是我的一笔救命钱啊。”在工作人

员的耐心指导下，他当场填写申请表并配合

快速做授信调查。

行稳致远，充分发挥普惠金融价值

2018年，作为平顶山市唯一入选省乡村振

兴战略示范城市，舞钢市紧紧依靠政策基础，

扛起先行先试大旗，争当突破发展尖兵，以乡

村振兴带动高质量发展工作方兴未艾、任重道

远。如何在舞钢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发挥出金融主力军作用，成为 2019年开年之际

舞钢农商行的一个时代命题。

“‘整村授信’作为舞钢农商银行立足本

土最新推出的战略新举措，舞钢‘农信人’将

紧盯群众生产生活的现实所需，秉承发扬背

包下乡、连续作战的‘老农信人’精神，真心惠

民为民，重拾‘农’字招牌，从更深层次挖掘农

村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为全面振兴农村经

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刘建党说。

旌旗猎猎催人醒，号角铮铮鼓正鸣。该

行上下紧盯舞钢市县域经济发展实际，既做

银行从业者、信用传播者，更做助力乡村振兴

以及新时代“背包精神”的践行者，面对新时

代、新任务、新形势、新要求，植根乡村、合力

奋进，做出新意、做出亮点，快速形成了创先

争优的浓厚氛围。

“机遇抓住了就是良机，错失了就是危

机。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乡村振兴战略的

宏伟蓝图，以‘三农’为广阔舞台的农信社系统

改革发展迎来重大历史性机遇。无论是响应

国家战略还是树立我行形象，无论是抢滩市场

还是巩固阵地，危中寻机、爬坡过坎时，只有以

更强的决心、更大的力度冲破思想障碍、释放

发展活力，创出属于自己的金融服务‘舞钢模

式’，才能进一步推动结构优化转型，实现高质

量发展，助力舞钢市综合实力早日高质量重返

平顶山市第一方阵。”高省伟说。

“脚下沾满泥土，才会心中充满深情；握

紧粗糙双手，才能传递真实温度。舞钢‘农商

人’借助‘整村授信’活动，新年走新村，绘出

了普惠金融的出彩一笔，也迈出了助力乡村

振兴的坚实一步。”舞钢市主要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该行已完成“整村授信”信用

评价近 30 个村 2300 余户，建立授信档案 1000

余户，预计授信额度 5000 万元。

合力奋进，共筑乡村振兴“舞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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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下“军令状”，明确目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