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农信：

发挥发挥金金融优势融优势
全力以全力以““复复””支农助企支农助企((四四))
五月，吉林大地焕发生机。工厂车间，机器轰鸣；黑土

地上，春耕正忙。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历经两个多月的战“疫”，已稳步有序恢复群众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疫情发生以来，吉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和省政府决策部署，带
领全省52家农商银行、农信联社，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积极主动作为，结合实际出台40余项措施，多角度、多
方式、多层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支持农民春耕生产，保障
民生金融服务持续畅通。截至4月末，全系统各项存款余额
6959.7亿元，较年初增加518.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4590.7
亿元，较年初增加251.2亿元，存量和增量均居全省银行业
金融机构首位。

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各行社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特点，主动对接物流运输、零售批发、医药制造等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金融需求，积极采取增加信贷投放、创新金融服务、
实施减费让利等方式，加大金融供给力度。全系统主动对接
各类企业2205户，授信金额111.7亿元，发放贷款86亿元；对
受疫情影响暂时困难企业开展续贷16亿元，合理延后贷款期

限涉及贷款本金487亿元；通过下调利率、续贷、延长期限、减
免手续费等措施为企业减轻财务负担1434万元。在支持春
耕生产方面，做到规模不降，力度不减。截至4月末，全系统
累计投放备春耕生产贷款156.3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
20.9亿元，增幅15.4%。农户贷款余额237.9亿元，较年初增
加31亿元，增幅14.98%。在基础金融保障方面，各行社结合
属地疫情防控要求，按照“能开尽开、早开快开”原则，有序复
工复业并开展线下柜面业务。持续迭代升级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互联网金融平台，引导客户“足不出户”“非接触式”办理
现金业务。在志愿服务方面，全系统广大党员高管员工，分
批次组织志愿服务队，与疫情防控人员携手战“疫”。全系统
累计成立志愿服务队297个，参与志愿者6966人，其中党员
3429人，包保协助管控小区1138个，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宣传、
核酸检测、人员排查、物资发放、环境消杀等工作。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累计捐款捐物8272.4万元。

为全面展现吉林农信助力实体经济克服困难、稳步
发展的责任担当，本报推出《吉林农信：发挥金融优势
全力以“复”支农助企》系列报道，本期聚焦榆树农商银
行、磐石农商银行、珲春农商银行，讲述他们支农助企的
金融实践。

榆树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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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深入村屯走访农户

在春耕的关键时期，榆树农商银行

坚守“支农支小”使命，聚焦农业生产重

点领域，加大信贷投放，创新金融服务，

切实满足春耕生产多元化金融需求，为

“天下第一粮仓”稳产增收提供源源不断

的金融支持。

推广线上贷款
保障金融供给不断档

突如其来的疫情，延缓了春耕生产

进度。家住榆树市新庄镇硕果村六组

的种植大户马昌心急如焚。今年年初，

他承包了100公顷耕地种植粮食作物，

但购买种子、化肥等农资还差20万元迟

迟没有落实。他偶然间看到了榆树农

商银行“榆农快贷”线上贷款产品宣传

介绍，于是马上联系了该行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指导其

完成线上办贷，不到半个小时，20万元

贷款就顺利到账，解决了马昌的春耕烦

心事。

春季农事关系全年丰收。榆树农商

银行为切实保障春耕生产，提前谋划部

署，积极调配信贷资金，主动对接金融需

求，量身定制金融方案，及时解决资金难

题。疫情期间，线下服务暂停，线上服务

成为服务客户的“桥头堡”。该行立足于

“榆农快贷”非接触式服务方式，积极组

织开展“保春耕促生产、保民生促消费”

利率优惠百日行动，累计发放备春耕生

产贷款6亿元，其中，疫情期间投放2.02

亿元，为春耕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信贷

资金保障。据悉，“榆农快贷”是一款面

向“整村授信”评定的优质农户发放的，

用于经营消费的贷款产品，农民足不出

户即可线上签约、线上用信，“秒申、秒

批、批签、秒贷、秒还”，随用随贷、随有随

还，大大提高了办贷效率。截至目前，该

行已向 14.93 万户农户授信 127.57 亿

元，已有1.8万户农户用信，金额超过13

亿元。

优化服务模式
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去年以来，全省启动“秸秆变肉”暨

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榆树市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也迎来了发展养殖的新机

遇。

闫金龙是弓棚镇吉祥村家庭农场负

责人，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今年年

初，他计划购买90头黄牛发展养殖，但

由于资金有缺口，迟迟不能付诸行动。

榆树农商银行了解到情况后，根据闫金

龙的实际状况和经营特点，积极协调农

担公司，在5个工作日内为其办理了124

万元担保贷款。拿到信贷资金的闫金

龙笑得合不拢嘴，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

一场。

为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该行

不断加大与吉林省农业担保公司的合作

力度，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省农担+

农商银行”的合作方式，即省农担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融资担保，农商银行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该行重

点对发展层次较高、经营效益较好、辐射

带动能力强、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合

作社给予支持，达到扶持一个合作社，形

成一个特色产业，带动一方农户的经济

社会效应。截至目前，累计发放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贷款2495万元。

创新金融产品
支持涉农龙头企业

榆树市亿达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是榆

树市规模较大的粮食收储企业，资金需

求量较大，流动周期较长。该行在走访

对接过程中了解到企业实际情况，向其

推荐了粮食监管质押贷款，为企业授信

5000万元，发放贷款2700万元，有效保

障了涉农龙头企业的经营发展。

榆树农商银行与粮食监管公司合

作，通过“粮食企业+监管公司+保险公

司”模式，采取以粮食质押代替传统不动

产抵押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这种信贷服务方式具有“速度快、手续

简、额度足、利率优、服务好”的特点，得

到了粮食收储企业的广泛好评。为更好

提供专属服务，该行设立粮食质押贷款

快速办理窗口，以最简便的手续、最短的

时间、最快的速度让粮食企业获得资金

支持。截至目前，该行共发放粮食监管

质押贷款3.43亿元，为稳定地方粮食安

全贡献了农信力量。

磐石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走访商户了解资金需求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战“疫”，磐石市正有序恢复正

常经济社会秩序，各行各业进入加速重启阶段，掀起

了发展新高潮。为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磐石农商银行

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两手抓两促进，立足

“支农支小”服务定位，重点围绕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农民春耕生产，打出线上线下服务“组合拳”，争时间、

抢进度，开启金融服务加速“跑”。

主动对接问需主动对接问需 支持农民春耕生产支持农民春耕生产
“今年用农商银行贷款购买了免耕机，不到3天

时间就完成了玉米播种，没有耽误一点农时。”磐石

市吉昌镇三泉村的刘坤告诉记者。

刘坤种植了400多亩水稻和玉米，以前每年都要

租用大型农机具，今年为了提高播种速度不误农时，

也想购买属于自己的农机具。疫情期间，磐石农商银

行工作人员在电话摸排春耕资金需求过程中得知刘

坤的想法，向他推荐了“阳光贷”产品，详细介绍了贴

息优惠政策。疫情管控解除后，刘坤第一时间就得到

了一笔20万元的贷款，如愿购买了免耕机。

“这笔贷款，我们不仅可以在秋收卖粮后还款，还

可以享受政府的贴息，真是太人性化了。”望着眼前刚

刚完成耕种的土地，刘坤夫妇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希

望。

在春耕备播的关键时期，磐石农商银行积极转变

金融服务方式，安排专人通过电话主动对接辖区农

户，全面摸清春耕备播资金需求底数。安排7亿元专

项信贷资金，通过农户家庭综合授信、阳光贷、农机具

抵押贷款等20余种特色信贷产品，全面满足春耕所

需化肥、农药、种子、农机具和农田基本建设的资金需

求，确保农业生产资金优先发放，农业生产项目资金

优先安排，特色农业项目资金优先满足。开辟春耕生

产绿色通道，主动上门踏查，电话预约办理，确保农户

“最多跑一次”即可获得信贷资金。截至目前，累计发

放备春耕贷款5.47亿元，惠及1618户农户和涉农企

业。

加大信贷投放加大信贷投放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在全面复工复产的关键节点，农商银行为我们

开通绿色通道，及时发放贷款，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磐石市欣欣食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激动地对记者说。

磐石市欣欣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米线、冷面等速食品的企业，受疫情

影响资金回流出现暂时困难，为确保生产线正常运行，向磐石农商银行紧急申

请一笔流动资金贷款。该行立即启动应急工作流程，线上审查审批，第一时间

为企业发放了2000万元的信贷资金。

为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磐石农商银行成立工作专班，合理有序安排复

工复业，积极组织工作人员，结合防疫、保供需求，重点对接服务保障类、防疫

物资经营类、物流运输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全面了解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的流动资金需求。该行开通绿色服务通道，前中后台各司其职，加快信贷审

查审批质效，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提供金融服务保障。疫情发生以来，累计

对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00余户，发放公司类贷款5.1亿元。坚持不抽贷、不

断贷、不压贷政策要求，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针对受疫情影响出

现暂时困难的企业，落实续贷等差异化信贷政策，累计办理展期、续贷等业务

涉及金额6920万元，为企业经营发展吃下“定心丸”。

珲春农商银行客户经理了解农户春耕相关情况

在有序推动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珲春农商银行

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特点，立足“支农支小”服务定

位，加大金融供给，全力支持农民春耕生产、企业复工

复产，为地方经济注入发展动力。

当好服务春耕当好服务春耕““急先锋急先锋””
张玉函是珲春市英安镇英安村的致富能手。他

今年种植了25公顷水田、10公顷旱田，养殖了15头黄

牛，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但今年春耕时，自有资金一

时无法满足备耕需求。该行主动上门服务，综合评定

其家庭情况，将授信额度提升至30万元，及时解决了

他的春耕生产资金难题。

“我们要沉下去，及时了解需求，为农民办实事，

当好服务‘三农’的‘急先锋’。”寥寥数言，掷地有声。

珲春农商银行主要负责人在工作会议上，对支持农民

春耕生产作出明确要求。

春光不负，农事不误。为确保2022年春耕信贷资

金投放到位，服务保障到位，珲春农商银行组成工作

组深入辖内各个乡镇，对传统农户、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建档评级授信，摸清春耕备耕资金需

求，“量体裁衣”制定融资方案，做到能授尽授，能贷尽

贷。截至4月末，该行发放农户备春耕贷款958笔、金

额5829万元。

当好小微企业当好小微企业““贴心人贴心人””
近日，从事消防工程的刘先生从珲春农商银行获

得了 50 万元贷款支持，焦躁的心情一下舒缓了不

少。复工以来，由于流动资金周转不开，无法购进工

程材料，眼看工期就要延误了。刘先生了解到珲春农

商银行推出了“及时雨·复工贷”产品，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申请了贷款，没想到从申请到放款仅用了两天时

间。

据悉，为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帮助小微企业纾

困解难，珲春农商银行积极发挥金融援企机制作

用，推出“及时雨·复工贷”产品，满足小微企业复工

复产资金需求。截至目前，累计发放贷款 1078 万

元。

为落实“六稳”“六保”政策，该行结合当地经济社

会特点和自身实际，大力推广“红孵贷”“畜禽活体抵

押贷款”“缴税贷”等贷款产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实

施减费让利行动，减轻客户融资成本，与小微企业共

克时艰。截至4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4.87亿元；

为20家企业办理延期支付业务，涉及金额1.99亿元；

累计减免相关费用170万元。

当好乡村振兴当好乡村振兴““主力军主力军””
珲春农商银行主动适应农村金

融市场需求变化，从去年开始，高质

量推进“整村授信”惠民工程，加强农

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大涉农贷款投放

力度，积极当好产业兴旺、农村宜居、

农民致富的“好帮手”。截至4月末，

该行涉农贷款余额85.24亿元，较年

初增加2.05亿元。

“整村授信”工作开展以来，该

行建立客户名单机制，坚持走村入

户实地踏查，积极上门推介金融服

务 ，全面、真实、准确采集农户信

息。积极对接县域农户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详尽掌握生产经营、生

活消费等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制

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开展差异化

营销服务活动。过去，农民贷款耗

时长、跑路多、放款慢。现在，该行

以“整村授信”推动乡村振兴为契

机，不断提高普惠金融覆盖面，并

将信用贷款单户最高授信额度由 10 万元提升至

30 万元，解决农户信用贷款“额度低、不够用”的

问题。

“‘整村授信’工作既满足了农民生产经营中遇

到的各类资金需求，又节约了时间成本，还减轻了财

务负担。”据珲春农商银行相关人员介绍，截至 4月

末，该行已与 10 个乡镇签约，对接全市 121 个行政

村，覆盖率达 100%，授信金额 1.7 亿元，惠及村民

3263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