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亏了重庆农商行的农村居民房屋抵
押贷款，让我的肉兔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顺
着重庆石柱县三河镇农民黄华艮手指的方向
望去，一个现代化的肉兔养殖场矗立在山头。

黄华艮 2009 年投资 20 多万元开始从
事肉兔养殖。他告诉记者，由于规模较小，养
殖效益不高，想扩大规模，但一直苦于没有
资金。幸运的是，他成为了农村居民房屋抵
押贷款的受益者。重庆农商行石柱支行了解
到他的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进行调查，并
在综合评估后向黄华艮发放了农房抵押贷
款 20 万元。“这 20 万元贷款对我来说就是

‘及时雨’，我现在规模扩大一倍，每年可出
售肉兔 2 万余只，还不断增加招收附近农民
进入养殖场做工。”黄华艮信心满满。

这只是重庆农商行改革创新，服务“三
农”的一个缩影。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首家
省级农村商业银行，重庆农商行近年来坚持

“改革”和“创新”两条腿走路，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服务“三农”之路。

“加快自身的改革创新，不仅是农村金融
机构满足客户服务需求的客观需要，也是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选择。”重庆农商行负责人表示，无论怎样
改革创新，该行始终倾力支持“三农”、中小企
业和县域经济，助推重庆城乡统筹发展。

创新涉农产品 破解融资瓶颈

“要不是农商行的大力支持，我可能还在
做着辣椒零售的小本生意，哪能想到现在还可
以和秦妈火锅等知名品牌合作，还增加了味精
等品种，在全国各大农产品市场进行销售哦。”
盘溪市场辣椒经营户杨胜莲告诉记者。

原来，2007 年 2 月，由于一笔应收账款
迟迟未到，杨胜莲的流动资金出现了较大缺
口，然而在各大银行咨询后了解到，由于缺
乏抵押物，在银行贷不到款。正在此时，她从
朋友那里听说，农商行推出的联保贷款不需
要抵押物，只需组成联保小组，成员互相担
保就可以贷款。她立即与盘溪农贸市场另外
3 位个体经营户联系，组成联保小组，前往
重庆农商行江北支行办理专业市场联保贷
款。江北支行在对他们的经营情况进行调查
后，为每个成员平均授信 40 万元，短短 7 天
后，就将贷款发放到了客户的手中。拿到贷
款，杨胜莲竖起了大拇指，乐开了怀。

记者了解到，针对农民、小微企业普遍
缺乏足值抵押物这一融资“瓶颈”，重庆农商
行创新推出了农户联保贷款、专业市场经营
户联保贷款、小企业联保贷款等多款贷款产
品，在打通融资“绿色通道”的同时，也较好
地规避了风险，实现了支持民生经济与自身
发展的双赢。

“丰都肉牛养殖贷款”是重庆农商行针
对区域特色产业推出的一个创新产品。据了

解，2009 年，该行与丰都县政府签订了《关
于共同促进丰都县肉牛产业化发展战略合
作协议书》，授信 5 亿多元支持丰都肉牛产
业，其中龙头企业2.9亿元，农户2.1亿元。目
前已支持全县肉牛养殖加工企业 4 家，帮助
建立起肉牛规模养殖场12个、肉牛加工基地
3 个，直接支持养殖农户近 3000 户，间接促
进龙头企业联结带动农户8000余户。

此外，重庆农商行针对返乡农民工，推出
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出国务工贷款；针对发展
农业产业化，推出了农村专业大户、农村青年
创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复垦贷款；针对
普通农户，推出巴渝新居、家电下乡、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贷款。针对农贷担保难问题，
还创新推出了林权抵押、农房抵押、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的“三权”贷款以及苗木抵
押、农用机械按揭贷款等，有效破解了涉农贷
款“抵押难”瓶颈。目前，重庆农商行发放“三
权”抵押贷款已突破100亿元，支持了近10万
农户和涉农企业发展生产。

把金融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

农村跟城市比，金融服务最大的“短板”
是网点覆盖率偏低。如何在产品创新的基础
上，延伸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好
地满足偏远农村地区各项支农补贴资金发
放、日常小额取现等金融需求，方便群众生产
生活，是重庆农商行着力破解的问题。

重庆农商行于 2011 年启动了“农村便
民金融自助服务点”建设，在万州、綦江、涪
陵等 26 个区县先后建成 210 个便民金融自

助服务点，村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各类支
农惠农补贴支取、小额现金调剂、账户余额
和交易明细查询、自助缴费、存折补登、代收
电话费和电费等基础金融业务。

“这个‘网点’设得好，让我们少跑好多
路哟，现在在村里就能取钱，那硬是方便！”
石柱县沿溪镇坡口村便民金融服务点门口，
老乡们热情地向记者说道着。同样，在酉阳
县浪平乡浪水坝村，这里的便民金融服务点
已经成为村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
在我们再也不用往返几个小时走路到庙溪
去领种粮直补和养老金了！”72 岁的村民谢
老汉现在可以随时从便民金融服务点支取
到养老金，日子过得很踏实。

据了解，目前，重庆农商行已在全市范围内
设立了超过610个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
为当地农户带去了便捷、周到的现代金融服务。

此外，对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不具备
设立固定网点条件的乡镇，重庆农商行采取

“定时定点服务”——每逢赶场天，支行把
“银行办公设备、办公人员”等运至固定的场
镇、村坝，现场办理金融业务。目前，已设立
25 个“定时定点服务点”，主要分布在秀山、
城口、彭水等比较偏远的场镇、院坝。同时，
该行也加大了 ATM 等自助终端布设力度，
促进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在农村
地区的推广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为方便居民随时随地进
行账户查询、汇款转账、账单管理、理财服务
等，2011 年，重庆农商行先后推出手机银行
和江渝手机金融服务，弥补了农村金融网点
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城乡金融服务的均等

化。到目前，重庆农商行手机银行客户超过
72 万户，累计财务交易笔数近 1500 万笔，
交易金额超过 1700 亿元，其中区县地区有
效开户数和交易金额占全行的 85%以上。

坚持服务城乡“两条腿走路”

翻开地图可以看到，重庆如同一只凤凰
——主城及“一圈”是“凤头”，渝东北和渝东
南是“两翼”，其中，以三峡库区、民族山区为
主的“两翼”地区基础条件差，经济发展滞后。

在重庆城乡统筹改革发展的时代命题
之下，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的难题
亟待破解。

“以城哺农”——重庆农商行先行先试，
开始破题。坚持“两条腿”走路，靠做优城市
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挣钱，反哺支持农村业
务加快发展。

当前，重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重庆农商行抓住重
庆大发展的机遇，紧盯重庆“6+1”支柱产业和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传统工业“三大万亿板
块”，支持了一大批新型能源、生物科技成长
型企业，并与不少来渝投资的世界500强、中
国500强企业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同时，随
着普通市民、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金融
需求日益旺盛和多元，拓展零售业务更加大
有可为。这些批发和零售客户，为重庆农商行
坚持“两条腿”走路注入了“制胜底气”。

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难点在农村。重
庆农商行在激发支农活力，创新体制机制和
产品服务上也动了相当大的脑筋。

首先是将主城区以外的 31 家支行划分
为三农业务支行，主要从事“三农”和县域业
务，并在考核上加大倾斜力度，将涉农贷款利
息收入的 20%直接调增支行考核利润，对信
贷人员实施奖惩挂钩。从数据上可以看出这
些措施的激励效果：近3年重庆农商行涉农贷
款年均增幅保持在 30%以上，而涉农贷款不
良率从16%以上降至2%以内。

其次是优先确保涉农资金投入，重点支
持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并以此为
新的突破口，帮助农民增收致富。2010年初，
重庆农商行推出“3221”金融服务计划——
即用3年时间，累计投放200亿元信贷资金，
满足各类市场主体有效贷款需求，支持和带
动“两翼”地区200万户农户实现增收致富。

支农效果是明显的。截至 2012 年末，重
庆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突破 730 亿元，占全
部贷款的40%以上，是成立时的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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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融服务送到偏远乡村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情系民生、服务三农”侧记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通讯员 刘广滨

重庆农村信用社这家成立于 1951 年的农村金融机
构，60 多年来为地方经济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但由于体制不顺、产权不清、包袱沉重等
因素，各类问题逐渐累积和凸显，发展后劲已明显不
足。2002 年时，重庆农信社有乡镇、区县和市联社三级
法人 700 多个，且各自为政，管理混乱。总资本金加起
来仅 2 亿多元，资不抵债额高达 47.7 亿元，资本充足率
为-7.09%，不良贷款率达 60%。

2003 年，重庆农村信用社抓住机遇，“挤”上了全
国农信社改革试点的头班车，并按照“三管齐下”的改
革战略，开始了统一法人和产权制度改革。一是转变
法人治理。首先统一县级法人，在此基础上筹建全市
统一法人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逐步打造“形神兼备”
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扩充资本金。几年之内，资本
金从 2 亿元到 18 亿元，再从 18 亿元扩至 60 亿元。三
是消化不良资产。在自身努力清收化解的基础上，依
靠国家政策、地方政府扶持和市场化手段，妥善消化
解决历史包袱。

2008 年 6 月，在重庆市农村信用社和 39 个区县信
用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基础上，重庆组建了统一法人的
农村商业银行，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全国第三家、西部
首家省级农村商业银行。

重庆农商行成立伊始，就树立了打造“百年老店”的
远大目标。决策者们深知，百年银行的打造，不仅需要
业务大发展，更需要建设自己的文化，凝聚全行员工的
精气神，通过文化来推动战略实现。为了真正实现“脱
胎换骨”，重庆农商行从一开始就把文化作为‘血脉工
程’来抓，将企业文化建设纳入全行管理精细化、经营特
色化和培育良好企业文化的“三化”战略中，在长期的实
践中不断培育和打造。

在各方面因素的推动下，重庆农商行驶入了持续健
康发展的快车道：

2010 年 12 月，在香港 H 股主板上市，成为全国首
家上市农商行、首家境外上市地方银行和西部首家上市
银行。同年，在江苏张家港、四川大竹、云南大理发起设
立 3家村镇银行。

2012年 12月，曲靖分行开业。同时，赴云南、广西、
福建批量设立村镇银行工作稳步推进，4 家实现营业，
还有 3家开业在即。

资产规模从 2002年末的 640 亿元增至 2012年 3季
度末的近 4000 亿元，增长近 3400 亿元，增幅 520%，成
为重庆市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

存款余额从不到 400 亿元增至 2800 亿元，增长
2400多亿元，增长了 6倍，成为重庆市最大的存款银行。

贷款余额从不到 300 亿元增至近 1700 亿元，增长
1400 亿元，翻了两番，成为重庆市最大的涉农贷款银
行、中小企业融资银行、个人信贷银行。

不良贷款率从 60%下降至 1.2%以内，净降 59 个百
分点，资产质量发生根本性变化。

主要指标在全国农村金融机构中处于领先，核心资
本充足率等三项指标在 17 家中资上市银行中居前列，
获得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同。

不到 10 年时间，重庆农村信用社迅速从困境中走
了出来，发展成为了一家优质的农村商业银行。

鼎新革故 加快发展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

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农村发展都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大力

支持。重庆农商行从体制机制、产品和

服务上推陈出新，为重庆市“富民兴渝，

科学发展”源源不断地“输血”、“造血”，

促进了农村、县域经济的快速蓬勃发

展，开辟了助农惠农的新天地。

从重庆农商行的改革发展实践来

看，有几点成功的做法值得借鉴：

首先，坚持体制机制创新，激发服

务“三农”的内生动力。实行“三农”业

务专业化管理，成立三农事业部，下设

农户金融服务中心、农业产业化金融

服务中心、三农业务管理中心，专司

“三农”业务指导、条线管理、营销服

务、激励考核等职责。

同时，紧密结合重庆经济发展和自

身特点，将全行业务划分为城市业务和

“三农”业务两大板块，将主城区以外的

30多家支行定位为三农业务支行，分别

设立农户贷款中心，直接营销农户贷

款，并开辟涉农贷款审批绿色通道，推

行网上在线审批，提高涉农贷款审批效率，优先保证涉

农贷款投放，有力地提升了“三农”服务能力。

其次，坚持涉农产品创新，破解融资“瓶颈”。改

制后的重庆农商行，通过不断创新，已先后推出了超

过 40 种涉农信贷产品，基本形成了从传统农户到农

村各类市场主体、从 3 万元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到 30

万元农村专业大户信用贷款、从 5 万元农户联保贷

款到 50 万元农村专业大户联保贷款，覆盖信用、保

证以及各类抵质押担保方式的比较完整的产品链，

基本上能够较好地满足市内“三农”金融服务需求。

第三，坚持服务创新，竭力满足农户的基础金融

需求。重庆农商行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金融

服务创新为着力点，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努力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如

该行在西部地区首创推出“农村金融便民自助服务

终端”，该项服务模式通过与镇乡居委会（村委会）合

作共同搭建的农村现代金融服务平台，为农民办理

支农惠农补贴支取、小额现金调剂、用户余额和交易

明细查询、自助缴费、存折补登等金融业务，极大地

提高了农村金融服务便利度。

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探索

札 记

重庆科业动力机械制造公司成立
后，面对原材料购买、设备升级、扩大生
产规模等经营难题，流动资金缺口不断
出现，企业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发展处境
之中。“成功融资”成为企业走出困境的
唯一办法。

重庆农商行工作人员得知情况
后，主动上门，为企业“把脉”。在详细
的现场调查并核实其上下游交易、现
金流及经营状况后，重庆农商行判断
该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发
展潜力、企业收益有保障，可以贷款，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 200 万元的贷款
资金打到企业账上，解决了企业的“燃
眉之急”。此后，随着企业产品结构变
化和自身的不断发展，重庆农商行有
针对性地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并在信
贷利率、贷款额度上加以倾斜，为科业
动力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和多层次服
务，让企业一步步走向壮大。

目前，科业动力已发展成为一家占
地面积 3.5万余平方米、年生产机械设
备 60 万台，集研发、制造、销售以及进
出口通用机械动力及其相关终端产品
于一体的民营大型科技企业，全国各地经销商、分销商
达1200余家，覆盖了全国30余个省区市，并实现了对
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销售。

“多年来，在科业动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重庆
农商行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和支持。企业的发展，
与农商行的支持和贴心服务密不可分。在我心里，科
业动力和农商行不只是项目上的合作，更有一种情
感上的相伴和依托。”谈到与重庆农商行的合作，科
业动力的总经理文勇动情地说，“未来，我们将继续
加强合作，力争把科业动力打造成为西部地区动力
机械制造的知名品牌！”

案 例 剪 影

助力重庆科业动力公司走向世界

企 业 发 展

重庆农商行信贷支持潼南县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

2012年，重庆农商行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

达1万多场。图为工作人员现场为客户办理银行业务。

重庆农商行在全国率先推出首款针对农民工的银行卡——江

渝乡情卡，并出资 1000 万元成立“乡情慈善基金”，专项用于补贴

农民工的异地汇款手续费。

重庆农商行支持特色效益农业发展。图为信贷员到食用菌养

殖基地调查。

本版编辑 姚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