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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眼

下，一幅幅美丽的春耕画卷正在吉林大地徐徐

展开……

如何为购买种子、化肥、农机提供快速便捷

的金融支持？如何为农民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

的金融服务？如何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产业

链建设提供更坚实的金融助力？春耕繁忙中，建

设银行吉林省分行播撒下一场场金融“春雨”，精

准润泽着各个春耕场景。

今年以来，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全力支持

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扛稳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助力吉林省由农业大省向

农业强省跨越，着眼于良田建设、盐碱地综合利

用、种业振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

育、产粮大县振兴等项目工程，不断加大信贷支

持力度。同时，全力配合我省春耕的节奏和步

伐，创新产品、优化服务，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

到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好收成打下好

基础。

镜头一：“见习行长”来帮忙

扶余市是我省乃至东北地区的花生主产区，

每年5月10日到15日是种花生的时段。

“今年有了建行的贷款支持，我不仅扩大

了花生种植面积，而且早早地就把种子、化

肥、农机具等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日子到了大

干一场。”金融助力下，扶余市新站乡新合村

花生种植户王致富喜上眉梢，“建设银行帮了

大忙，工作人员大老远上门给我办手续，解决

了我资金的难题，一周内到款，不误农时不误

地。”

“我去年种了20多垧花生，收入20多万元。

今年有钱了，我准备种30多垧，能多收入10万

元。”王致富说。

“开车从扶余市到新合村要走一个半小时路

程，我们中午接到农户电话，当即就赶过来，当天

下午4点返回行里提交报审手续，最快时间走完

所有贷款流程。”建行扶余支行乡村振兴见习行

长王国良介绍，担任见习行长以来，他和同事进

村屯、入农户、唠家常、摸需求……目前，扶余支

行已向5个试点乡镇投放“裕农快贷-兴农贷”99

笔，金额2730万元。

“从原来不太了解农民的想法和需求，到现

在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一路走来挺难的，但是

能让客户更好地感受到建设银行的优质服务，还

是很欣慰的。”王国良感慨地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促进乡村金融业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2022

年下半年，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为全省41家县

域支行配备年轻干部，作为乡村振兴业务见习行

长，专职负责乡村振兴业务拓展工作，为全面助

力乡村振兴注入了人才力量。

镜头二：农户少跑路 数据多走路

“种了这么多年地，收成一年比一年好，赚钱

一年比一年多。因为有了建行的资金支持，今年

我扩大了种植面积，干劲儿更足了，信心也更足

了。”洮南市福顺镇新德村水稻种植户王春光说。

王春光所说的“建行的资金支持”，据了解，

王春光此次申请的“裕农快贷-兴农贷”是建行吉

林省分行通过细分农业生产对象及特色产业集

群，接入行内外客观反映农户客群的通用化与个

性化数据信息，建立农户准入评价及授信模型，

为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办理的个人流动资金贷款

业务。该产品为信用贷款，无须抵押，借款人通

过建行个人手机银行、个人网银、建设银行互联

网网站、智慧柜员机和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等

渠道均可申请办理，通过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把

线上和线下结合，提升金融服务农户的效率，让

农户少跑路，数据多走路，提升服务的精准度。

“过去想多种点地，但是没钱，只能看着地发

愁，现在可不一样了。”提起“裕农快贷-兴农贷”

给自己带来的变化，王春光马上竖起大拇指。“没

想到我可以贷23万元这么多，手机上提交申请，

而且很快就到账了。为了抢抓农时，到账后，我

立刻用这笔钱去扩大种植面积，现在跟过去比，

我承包的土地面积增长了近一倍。”

地多了、人富了，乡村振兴图景在王春光身

上有了最生动的体现。

建行吉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介

绍，“建行吉林省分行助力乡村振兴，拿出很多务

实举措。我们让各地摸排、申报当地的特色农业

需求，因地制宜开发特色贷款产品，‘裕农快贷-

兴农贷’就是其中之一。”

镜头三：因“需”施策 不误农时

农户备春耕，离不开农资支撑，种子、化肥都

要及时到位。

“我们提供农资送货上门服务，目前，已经送

完95%。剩下的，是等着对方什么时候要就什么

时候送。”长岭县长岭镇众鑫肥业负责人陈学利

经营农资已有14个年头，在他看来，企业的化肥

经营规模从开始的几十吨发展到现在的几千吨，

离不开金融助力，“跟建行合作这几年，他们的贷

款帮了大忙，利息低、上门办、放款快，支持我们

做大做强。”

春耕备耕农时短、需求急，农业经营主体又

具备自身特点，金融支持面临一定难点。对此，

建行吉林省分行的解决方案是：一县一策、一县

一品。

“我们深入田间地头，在备春耕期间加大信

贷投放力度，以金融服务‘雨润’春耕，解决农户

和农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建行松原分

行副行长孙东升介绍，开年以来，松原分行已累

计投放涉农贷款6亿多元，较去年同期新增1亿

多元，为春耕顺利推进施足“金融底肥”。

“我们坚持一县一策、一县一品。通过深入

调研，确定特色农产品后再设计与之匹配的特色

贷款产品。经过走访摸排论证，我们发现扶余花

生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就精心设计和全力

投放了‘裕农快贷-花生贷’。”孙东升介绍，分行

还与第三方公司合作“新农担保贷”和“惠e农”

业务，此类贷款目前已投放1203笔。

镜头四：精准画像 纾困解难

当前，正值春耕春种的关键期，但行走在通

化市柳河县的田间地头，却看不到太多农民忙碌

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农机嗡嗡作业的场

景。

“我2018年开始种地，那时是300多亩地，都

是人工，单从插秧看，一个人一天最多插2亩地，

效率很低。但因为缺少资金，想发展也发展不起

来。2019年建行了解到我的资金需求，主动找

到我，为我提供贷款支持，对我来说是雪中送

炭。”柳河县安口镇五人班村农户刘晓彬回忆起

自己的“创业史”，感慨说到。

如今，刘晓彬承包了1300亩地，从购买农机

到采购化肥、种子、农药，都有建行在背后提供信

贷支持，“现在我们从撒种育苗阶段就是全机械

化操作，效率提高了，效益也就提升了。”

“过去有什么想法，只敢想，因为知道没有资

金实现不了。跟建行合作这么多年，我变得敢想

也敢干，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下一步，养牛规

模要继续壮大，还要考察菌类项目，需要资金的

时候还得找建行。”刘晓彬笑着说。

建行通化分行行长唐堃介绍，该行大力推

广“裕农快货”“农担货”“惠e农”等产品，加强

涉农信贷产品创新，不断丰富乡村振兴货款产

品谱系。已累计为1.6万余户乡村客户精准画

像，成功为961户农户发放贷款1.1亿元，有效

解决村民春耕备耕金融困难。同时，分行不断

延伸“三农”服务触角，建成“裕农通”服务点

737家，“裕农通”交易笔数八万多笔，不断将

“金融活水”引向田间地头，打通了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

一组组忙碌的春耕图景，勾勒出我省农业强

省建设的底气，也为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乡村振

兴工作写下完美注脚，取得了显著成绩：

——支持良田建设工程，为盐碱地综合利用

提供信贷融资服务。参与吉林省耕地后备资源

开发利用，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盐

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为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提供贷款支持。截至3月末，

共为松原市前郭县2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投放

贷款2.57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耕地面积

（水田规模）1023.31公顷，新增粮食产能1030.4

万公斤。

——支持粮食收储及深加工企业，强化产业

链条服务。积极支持辖内优质规模化粮食加工、

粮食收储企业，重点支持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满足企业经营周转、改建扩建等融

资需求。截至3月末，贷款余额37.12亿元，本年

累计发放贷款9.46亿元。为粮食产业链核心企

业上游供应商提供网络供应链业务融资余额

3.81亿元。围绕龙头企业量身定制“核心企业+

订单+收储企业+集中监管”的粮食产业链融资服

务方案，支持龙头企业上游客户的粮食收储业

务。

——支持种业振兴工程，不断扩大民营种业

企业融资覆盖度。积极支持领军型制种企业，择

优支持普惠型种子贸易企业，综合运用成长之

路、评分卡、小微快贷等产品，为种子贸易企业提

供线上、线下两大渠道信贷服务。目前贷款余额

8063.6万元。

——支持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2021年，分行在系统内首创以省分

行风控会形式明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全流

程政策制度。针对头部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在传统评分卡业务基础上创新突破，开放

信用贷款方式，按照统一标准、政府推荐、名单营

销，集中审批及放款绿色通道为其提供融资服

务。根据省农业农村厅“乡村行”活动安排，持续

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宣传。同时，

依托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提升信贷直通车社

会知晓度和品牌影响力。围绕国家、省、市、县四

级合作社示范社、试点县域领办合作社、示范家

庭农场，利用地押云贷、评分卡等重点产品开展

逐户营销。深化与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合作，用好

优惠担保费率、贷款贴息等支持政策，通过乡村

农担贷产品，拓展“银担合作”贷款规模，提升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可得性，降低综合融资成

本。

——坚持多赛道并进，加大种植养殖农户信

贷支持力度。2022年，围绕吉林省十大产业集

群，分行移植创新“裕农快贷-兴农贷”产品，推行

“信息建档+特色客群”模式，支持省内梅花鹿、肉

牛等养殖农户及水稻、花生、烟叶等种植农户。

自产品2022年7月22日上线以来，已实现授信

1.12亿元，产品余额8803万元。同时，还推出

“涉农核心企业+C端”模式，今年，分行围绕吉林

双胞胎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延伸下游种植大户，

通过农担公司担保，核心企业担保作为反担保措

施，形成业务闭环。目前已为一户种植大户提供

200万元信贷支持，成功破解业务壁垒。“土流平

台+土地信息”模式，从源头获取农业农村厅推送

的全省330万农户的土地确权数据，独家合作搭

建土地流转平台。穿透到村，创新搭建精准画像

系统。通过多维校验，有效提升数据准确性及画

像精确度。

——深化三方合作，促进农户生产经营贷款

提质上量。加强与农担公司合作。2022年，在

新农担保贷基础上，分行开展“农易贷”业务新模

式，通过优化业务流程，着力提高业务办理效

率。同时不断优化产品方案，对于养殖客户办理

新农担保贷延长贷款期限至三年，简化和明确业

务申报材料，下发贷款定价审批权，进一步加大

农担合作产品市场竞争力。截至3月31日，新农

担保贷产品余额14.47亿元，本年新增3.46亿

元。稳步提升与金控公司合作的“惠e农”产品

市场份额，2022年，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提高

“惠e农”单户授信额度最高至20万元。同时，为

全力保障春耕备耕期间对农户信贷支持，今年，

分行调整“惠e农”快贷吉林省物权融资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保证金缴存比例，由 0.8%降低至

0.5%，共释放合作额度8.33亿元。截至3月31

日，“惠 e农”产品余额 12.74 亿元，本年新增

1.67亿元。

——加大畜牧业信贷投放力度，支持粮食

过腹转化。支持吉林省“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

牛工程，积极支持肉牛养殖、屠宰龙头企业。截

至3月末，对肉牛产业龙头企业贷款余额23.12

亿元，较年初新增 2.48 亿元，本年累计投放

7.05亿元。创新肉牛活体抵押贷款“裕农吉牛

贷”，累计为大中型肉牛养殖企业发放贷款2.27

亿元，有效解决肉牛养殖企业融资难问题。借

助“裕农快贷-兴农贷”产品，支持农安等肉牛养

殖大县小规模养殖户，已为近50余户肉牛养殖

农户投放贷款1300余万元。同时，落实生猪稳

产保供工作, 加大对生猪产业信贷支持力度。

截至3月末，对生猪养殖、屠宰龙头企业贷款余

额 6.34亿元，本年累计投放 1.97亿元。通过

“公司+农户”贷款模式，为猪经济人发放贷款

2100万元。

“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加大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农地整治修复项目支持力度，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以全场景、全客群、全产业

链为服务对象的涉农金融服务新模式。依托吉

林省‘十大产业集群’，做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金融服务。把‘秸秆变肉’工程打造成为我行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标志性项目。全面启动‘裕

农市场’营销活动，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因地制

宜开展涉农产品和服务模式移植创新，持续提升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建行吉林省分

行相关负责人说。

建行员工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户需求。

→建行工

作人员在指导

“裕农通”业主

办理业务。

←建行员

工上门为农户

提 供 金 融 服

务。

通化市柳河县农户刘晓彬的耕种事业借助建行的金融支持，实现了从纯人工播种到全机械

化操作。图为刘晓彬的自动化育苗大棚。

金 融金 融““““““““““““““““““““““““““““““““ 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活 水 ””””””””””””””””””””””””””””””””助 春 耕助 春 耕
——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支持我省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支持我省““千亿斤粮食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纪实产能建设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雅静张雅静

金融助力，抢抓农时，不误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