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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长春农商银行认

真贯彻落实国家普惠金融政策要

求，紧密围绕我省“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

动”部署，坚守“支小扶微”市场定

位，持续创新金融产品，优化管理

流程，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

践行金融机构的使命和担当，助

力小微企业发展。截至目前，该

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40.21 亿

元。

精准滴灌
打造专业化服务体系

“长春农商银行供应链贷款，

真是太好了，帮我们解决了资金

周转难题！”某企业负责人高兴地

说。

该企业是建筑行业链条上的

附属企业，因为上游企业回款周

期长，无法及时支付供应商货款，

导致企业流动资金不足。长春农

商银行结合上下游企业经营情况

以及企业间的合作模式，通过应

收账款抵押方式，为该企业办理

了供应链贷款，解决了企业暂时

经营困境。

为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该

行强化统筹管理，成立中小企业

中心，针对特定客群开发创新类、

担保类业务产品，积极促进产业

链上下游小微企业经营发展。在

基层设置社区型支行和综合型支

行，明确支行服务定位，持续提升

专业化金融服务能力。与此同

时，全力打造直营团队、客户经理

团队、支行管理岗团队、同业协调

团队和窗口柜员团队等五支专业

团队，分区域有重点地开展进商

区、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年初以

来，累计走访各类小微企业7000

余户，建立小微企业客户档案

5000余份，举办银企对接会30余

场。

服务创新
打造特色化产品体系

长春市东佳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科创型公司，属于轻资产企

业。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亟需一

笔流动资金，但由于缺少足值抵

押物，一直没有得到贷款资金支

持，生产经营遇到难题。长春农

商银行客户经理在走访对接过程

中，了解到企业的贷款需求，经严

格审查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为

其推荐了专门为科技创新型企业

开办的“科创贷”，仅用两天时间

就为其发放了70万元贷款，解决

了企业燃眉之急。

年初以来，该行紧密结合客

户融资需求、产业特点、生产周

期、风险偏好和经营实际，研发推

广线上、线下产品，打造特色化产

品体系。紧密结合长春市加快打

造科技创新城战略，通过与科技

金融服务中心、信用融资担保公

司合作，联合推出“科创贷”信贷

产品，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方

式，有效缓解轻资产型科技类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持

续聚焦物流业、能源业等特色行

业，创新推出“物流贷”“能源贷”

等信贷产品，综合运用保证、抵

押、质押等方式，解决企业融资过

程中行业评估难等问题。针对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资金需求推出

“复工贷”，执行优惠利率政策，有

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截至目前，

累计发放“科创贷”“物流贷”“复

工贷”等贷款29亿元。

机制保障
打造动态化管理体系

该行着力建立金融服务小微

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

长效机制，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小

微企业的专业性和可持续性。

建立动态服务机制，推出客

户经理微信名片宣传工具，微信

名片载有客户经理联系方式等服

务信息，客户只需扫码便可拥有

专属客户经理，享受业务咨询、需

求对接等金融服务。引进“网格

营销”APP，实现手机端客户建档

和需求分析，随时更新客户服务

信息，实现客户服务动态跟进管

理。建立高效审批机制，优化线

下贷款逐级审批流程，缩短审批

链条，加快业务办理，实现最快当

天给出审批结果。积极运用数字

化技术，线上贷款最快5分钟审批

放款，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

客户少跑路。建立主动让利机

制，完善小微企业减费让利动态

识别机制，针对小微企业持续免

收开户手续费、账户管理费、年费

等费用，推出对公跨行转账汇款

折扣优惠，减免企业客户贷款过

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截至目

前，累计惠及小微企业5215户，减

免费用9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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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收获季，广袤的黑土地上到

处是火热的收获景象。在农安县这片沃土

上，粮丰肉美，正孕育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新

希望。

在这宜人“丰”景的背后，离不开金融

活水的滋养。今年以来，农安农商银行立

足“支农支小”市场定位，围绕县域产业结

构调整，持续加大对“三农”领域和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截至10月末，涉农贷款余额

超32亿元，支持各类市场主体1.69万户。

全链条金融服务助力粮食生产
走进农安县万顺乡志洪农场，可以看到

高大的粮囤整齐排列，金灿灿的玉米堆积如

山，先进的农用机械在田地里忙碌收割。

“今年大丰收，明年种植面积还要再翻

一倍！”志洪农场负责人王洪志信心满满地

对记者说。

两年前，王洪志通过农安农商银行45

万元的“粮满仓”贷款，承包了900亩土地种

植玉米，获得了较好收益。随后王洪志逐

年扩大种植面积，资金需求也逐渐增大。

农安农商银行根据王洪志的经营状况，将

原来45万元的授信额度调整为80万元，大

力支持其粮食生产。在该行的一路扶持

下，这个规模种植的“初学者”变成了带领

村民共同致富的“领路人”。

仓廪实，天下安。为全面融入农安县

农业发展新格局，农安农商银行主动聚焦

我省“千亿斤粮食”工程，不断升级完善产

品体系，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全力支持春耕

备耕、农机装备购置、农资经销和涉农企业

发展。针对粮食收储企业不能提供有效足

值担保的情况，该行创新开办第三方监管

粮食质押贷款。今年以来，累计投放粮食

贷款7.3亿元，为粮食收储企业经营发展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全力支持肉牛养殖
主体发展壮大

“多亏农安农商银行的

2000 万元贷款，帮我们渡过

难关，还帮我们节省了这么多

利息。”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感激地

说。

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有

限公司位于农安县合隆开发

区，属于规上屠宰加工企业，

也是我省重点支持的民生保

障企业。受疫情影响，该公司

资金回笼困难。农安农商银行本着“特事

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积极开启绿色通

道，信贷人员主动上门服务，在保证依法合

规的前提下，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贷款

的全流程批办。第二天就将贷款顺利发放

至企业账户，为企业产品生产和民生保障

赢得了宝贵时间。

对华正农牧业公司的资金支持，只是

该行支持地方农牧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我省“千

万头肉牛建设”工程，该行不断加大金融服

务力度，持续提升“小额信用贷”“畜牧丰”

等信贷产品授信额度，有效满足了各类规

模养殖主体信贷需求。截至目前，该行累

计支持肉牛养殖合作社、家庭农场、养殖大

户和养殖企业近3000户，投放信贷资金3.5

亿元，为推动全县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金融支撑。

“无感授信”让普惠金融更便捷
“没想到，现在贷款这么简单，坐在家

里用一部手机就能办，再也不用为跑贷款

发愁啦!”农安县黄鱼圈乡的养殖户王永亮

拿着手机兴奋地说。

前些日子，王大哥打算把自家的养鸡

场进行升级改造，可手头资金有点紧张，便

想起了农安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推送的“二

维码名片”。他抱着试试的态度填写了申

贷信息。让他意外的是，信息填完没多久，

农安农商银行的信贷经理就来到他家做现

场调查，并且当天就用“数字农贷系统”为

其发放了“吉信农e贷”20万元。

为深入推进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加

快金融供给侧改革，农安农商银行以“整村

授信”为抓手，畅通线上办贷渠道，促进无

感授信、有感反馈，真正实现了信息采集电

子化、办贷全程无纸化、审查审批移动化、

用信还款自主化，通过手机银行、“二维码

名片”提供全天候线上金融对接服务，进一

步提升了普惠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得

性。自开办线上业务以来，为当地563位农

户提供了近5000万元资金支持。

农安农商银行：

深耕“三农”沃土 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长岭县康梦牛业有限公司，一派

繁忙奋进的画面映入眼帘：一栋栋牛舍整

齐排列、干净整洁；一头头膘肥体壮的黄牛

正在悠闲地吃着草料；辛勤的工人师傅们，

正在忙着投食、检疫、消毒……

2020 年，大兴镇顺山村委会以集体

资产入股的形式组建了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长岭县康梦牛业有限公司。在公司

发展初期，市场环境好，肉牛供不应求，康

梦牛业计划扩大养殖规模。经过造价成本

预算分析后，发现还有500万元的资金缺

口。然而养殖项目风险高、见效慢的特点，

让他们融资无门。就在康梦牛业最困难的

时刻，长岭联社主动上门服务，帮助其解决

了资金难题。如今的康梦牛业，肉牛养殖

规模达到1100头，成为长岭县最具成长潜

力农业产业之一。

“顺山村过去是贫困村，现在已经实现

了整村脱贫。我们的‘顺山小面’年产面粉9

万斤，骏峰粮贸收储能力达到4万吨，还成立

了2个旗下分厂，这些成绩都离不开长岭联

社支持。他们不但是我们创业道路上的见

证者和支持者，还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坚强

后盾。”顺山村党支部书记向记者介绍。

在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道路上，长岭联

社持续加大支农支小力度，不断创新信贷产

品，优化金融服务方式，全力满足客户多元

化资金需求。截至目前，累计支持涉农企业

100余家，支持农户3万余户，各项贷款余额

58.7亿元，较年初增长13.78亿元。

在具体金融实践过程中，长岭联社推

出四大举措，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党建引领，开辟支农助农新干线。该

联社各基层党支部积极与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所在村委会、社区的党组织负责人沟

通联络，结对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并将其作

为“支部系列工程”建设的重点工作和推进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有效手段。在确定

共建关系后，根据合作社的贷款资金、对公

结算账户开立、电子银行服务等金融需求，

精心制定共建计划，提供定制化金融服

务。目前，该联社已与两个乡镇、四家合作

社开展共建合作，支持特色产业项目，累计

投放信贷资金4233万元。

活体抵押，助力肉牛产业发展。为落

实“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推进乡村肉牛产业发展，根据县域内养殖

户肉牛经营项目的不同特点，坚持“一户一

策”，积极推进“肉牛活体抵押贷款”投放工

作，切实满足养殖户融资需求。同时，主动

承担肉牛保险费用，降低养殖户经营成

本。截至目前，累计支持养殖户1922户、投

放肉牛贷款3.2亿元，为养殖户节省经营成

本52万元。

保障春耕，守护粮食生产安全。守护

群众的“粮袋子”，就是充实农民的“钱袋

子”。今年年初，该联社持续开展春耕生产

金融需求对接活动，加大农户、农资等涉农

领域客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切实做好春耕

生产信贷资金保障。与第三方监管合作，

开办存货质押贷款，进一步解决粮食收储

加工企业的融资难题。截至目前，累计支

持农户3856户，投放备春耕贷款6.7亿元；

支持粮食收储加工企业10户，投放存货质

押贷款8150万元。

纾困解难，服务小微企业发展。深入

落实“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工作要求，

扎实推进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落地实施，对

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利用续贷、展期

等方式给予资金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

综合运用再贷款与降低利率等方式，进一

步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减轻企业财务负

担。截至目前，为企业办理延期还本贷款

230户、金额12.23亿元；延期付息贷款26

户、金额8161万元。

长岭联社：

擦亮支农助农“金融名片”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为。

党的二十大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牢记“国之大者”，践行初心使命。作为地方金融

主力军，省农信联社带领全省39家农商银行、13家县

联社，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稳

住经济大盘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省“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锚定助“三

农”、兴实业、惠民生、促发展等重点任务，积极有为，

坚定走好金融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之路，克服经济下

行压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截至10月末，各

项存款余额7193.3亿元，较年初增加752亿元，增长

11.7%；各项贷款余额4829.5亿元，较年初增加490亿

元，增长11.3%，存贷款规模及增量均居全省银行业金

融机构第一位。

扎根“三农”沃土，助力乡村振兴。吉林农信

系统全力支持农业产业发展，重点支持“千亿斤粮

食”工程、“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及吉林大米、吉

林梅花鹿、长白山人参等“吉字号”品牌建设；持续

加大对脱贫地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信贷投放

力度，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

“整村授信工程”成果转化，健全完善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截至10月

末，全系统涉农贷款余额1874.9亿元，较年初增加

215.5亿元，增长13%。

强化金融供给，全力助企纾困。吉林农信系统扎

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做好重点企业走访和

“金融活水惠个体惠小微”专项行动，全力支持稳产保

供、助企纾困。第一时间启动“快审、快批、快办”信贷

投放机制，迅速推出“抗疫贷”“保供贷”等应急产品，

助力民营和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疫情期

间，累计对接各类企业4716户，发放贷款568亿元。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展期、续贷等方式，为受疫情影响

的困难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办理延期还本465.5

亿元，延期付息14.7亿元。持续完善产品体系，创新

推出“物流贷”“吉运贷”“吉农e贷”等信贷产品，精准

满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多元化金融需

求，切实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便利

性。值得关注的是，全省农信系统积极开展金融支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大力扶持“专精

特新”企业高质量成长，创新“专精特新贷”“科创贷”

“吉科易贷”特色信贷产品，年初以来累计发放贷款

33.5亿元。

踔厉奋发担使命，勇毅前行谱新篇。

新征程上，全省农信系统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不忘服务实体经济初心，牢记服务“三

农”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贡献农

信力量。

题 记

吉林农信:

践行金融新使命担当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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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岭联社支持的肉牛养殖场。

农安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深入养殖场了解金融需求。

长春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深入企业了解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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