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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始终肩负服务“三农”的
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持续加大“三农”金融服务投
入力度，不断延伸农村金融服务网络，为“三农”客户
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始终站在农村金融事业
发展最前沿，围绕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特点，创新
金融产品，完善体制机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积极
探索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有效路径；始终立足
发挥农村金融国家队和主力军作用，用源源不断的

“金融活水”精心灌溉广袤农村，为农村新业态、新主
体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有了合作社，每人每年都能拿到 400 多元‘分
红’，日子越过越好啦。”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尚志乡
范家沟村村民李老汉兴奋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2018 年初，范家沟村成立了“朝阳县德刚土地
股份专业合作社”。农行辽宁分行因势利导，投入扶
持资金 3.9万元，帮助合作社流转 50亩土地作为种
植基地，种植“豫谷18号”优质谷种。2018年，合作
社种植的谷子喜获丰收，每亩实现收益 1400元，范
家沟村全村贫困人口每人当年获得“分红”430 元。
眼下，合作社后劲十足，预计今年“分红”额度还将进
一步提升。

范家沟村是省级贫困村。农行辽宁分行在深入
调研后，针对该村生产经营情况，先后投入资金106
万元，帮助该村打了6眼灌溉水井，建起了村文化活
动广场、村党员活动中心、小学教工食堂，还维修护岸
堤坝，帮村小学购置多媒体教学设备等。

记者来到西藏林芝，见到工布江达县珠拉村村
民格桑时，他正拿着刚刚挖出的松茸来到朱拉松茸
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挖了 2.9斤，每斤 180元，一
共赚了522元。”拿到现金后的格桑露出笑容。

帮助格桑等村民致富的朱拉松茸加工农民专业
合作社，一直是农行林芝分行“三农”领域优质客户
之一。

“我从 17 岁就开始从农行贷款，这么多年农行
一直在帮助我。”工布江达县朱拉松茸加工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云登加措告诉记者。现年41岁的他，
经营的合作社年净利润超过100万元。因在扶贫攻
坚中的突出贡献，云登加措获得2018年全国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

资料显示，该合作社成立于 2010 年，拥有农牧
民会员 168 户，合作社主营松茸等野生菌类和药材
加工销售，旗下拥有“多吉扎森”“达娃曲珍”两个知
名品牌，年产销量60吨以上。2018年，农行再次向
合作社投放产业扶贫贷款 500万元，帮助合作社提
升深加工技术水平、扩建厂房、购置设备。目前，该
合作社已经形成集松茸加工、收购、销售于一体的产
业链，带动多位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作为金融助
推产业扶贫示范点，该合作社已成为享誉区内外的
扶贫企业。

截至 2019年 6月末，农行在 832个国家扶贫重
点县贷款余额1033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在深
度贫困地区各项贷款余额 3724 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 12%。同时，该行积极开展扶贫产品、模式创新，
2019 年上半年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 1208 亿元；
重点推进贫困地区金穗惠农通服务点工程建设，在

“三区三州”开展移动金融服务车试点；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在河北饶阳县和武强县、贵州黄平县、重
庆秀山县 4个定点扶贫县贷款余额 95亿元。

服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随着现代农业
快速发展，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联系日益紧密，农村产

业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为此，农行紧扣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趋势，以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
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启动
实施服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行动。

在广东，记者先后来到翁源兰花、清远英德红
茶、江门新会陈皮、茂名化州橘红4个农业现代产业
园。在这里，集结算、融资、电商于一体的线上线下
综合金融服务正如火如荼。

农行广东分行将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多措并举加强金融服
务。为此，该行将4个农业现代产业园及广州从化玫
瑰世界农业公园、珠海斗门岭南大地田园综合体定
为首批试点，制定了差异化的金融服务方案。目前，
农行广东分行已成功为 55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设立专项资金账户，为 100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内的各类经营主体发放贷款41.2亿元。未来，该行
将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目标，按照“一县一产业
园一服务方案”思路，围绕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各类
农业经营主体、互联网金融服务、金融精准扶贫等重
点领域，通过信贷业务拉动、产业基金撬动等方式为
农业产业园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针对各地实际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是农行服务
乡村振兴的主要思路。

在位于河北省的今麦郎集团，记者了解到，农行
河北分行围绕今麦郎现代农业联合体，以核心企业
今麦郎为切入点，结合客户不同阶段金融需求提供
差异化融资支持。比如，在粮食收购季节，及时为企
业提供季节性收购资金；在原材料采购环节，为企业
提供流动资金支持；在企业扩大生产环节，为企业提
供固定资产贷款支持。目前，该行已为今麦郎集团
提供6亿元授信，贷款余额5.18亿元。

中国农业银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农
行紧扣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趋势，以服务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启动实施服务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行动。具体来说，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
展，修订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等产品，积极服务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有效
载体；支持农村产业集聚发展，以国家认定的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园内产业融合项目为重点，支
持农村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力农村产业
向各类园区集聚，提升融合发展质量；助力培育现代
农业企业集团，出台针对性服务方案，积极支持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和供销社改革，为培育具有竞争
力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提供有力支持；支持农产品
流通体系建设，深入开展“物通城乡·百强市场”活
动，积极支持国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骨干冷
链物流、农村商贸企业等，加大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服务力度；支持县域工业转型升级，主动对接服务落
户县域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并为
基地内优质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为县域工业转
型升级贡献力量。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
型经营主体贷款较上年末增加 249 亿元；农村“两
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
款余额达 70 亿元；“两乡双创”（返乡下乡人员创业
创新）贷款余额24.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52%。

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

“自从我们县中心医院上线了‘智慧医疗’支付
项目，我们到医院看病更方便了。”在辽宁省铁岭市中
心医院，前来就医的刘芳琼阿姨很是满意。

该项目是农行辽宁分行在辽宁上线的第一家
智慧医疗支付项目,也是铁岭首家智慧医疗支付项
目。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智慧医疗支付项目是农行
辽宁分行在“互联网+金融+医疗”新型服务方面的

积极尝试。
记者发现，该支付项目的主要载体包括农行在

门诊部和住院部放置的15台自助挂号机，以及包括
微信公众号、农行综合服务方案等在内的智慧服务
方式。上线“智慧医疗”支付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了该
院原有的单一线下收款模式，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
挂号和支付，有效解决了患者就医过程繁琐、缴费
难、反复排队等问题，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在川渝大地，农行四川井研支行运用线上支付
服务为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井研县地处四川省乐山
市东南部，辖内有27个乡镇、199个行政村、32个社
区，总人口42万，其中农业人口32万。为解决银行
物理网点有限、用户等候时间长等问题，农行四川井
研支行努力加快“惠农 e 付”的推广应用，并以现有
275个助农取款服务点为抓手，发挥助农点辐射带动
作用，引导农户使用线上支付与交易手段，让金融服
务触角从乡、镇延伸到村、组，打通了农村金融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未来，农行将继续认真贯彻中央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部署，积极将新型金融科技运用到服务‘三农’
领域，将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作为全行‘一号工
程’推进。”农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不断加大扶
贫投入，金融扶贫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同时，该行一直致力于探索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的路径。展望未来，农行将
如何更好服务“三农”？经济日报记者专
访了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王纬。

记者：近年来，农行进一步加大脱贫

攻坚金融服务力度，目前成效如何？

王纬：农行金融扶贫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具体来说，一是贫困地区贷款投
放显著增加。截至 6 月末，我们在 832
个国家扶贫重点县的贷款余额达10331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长 1092 亿 元 ，增 幅
11.82%，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幅；二是
深度贫困地区贷款增长较快。截至6月
末，深度贫困地区各项贷款余额3724亿
元，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幅；三是精准扶
贫贷款规模持续扩大。截至 6 月末，精
准扶贫贷款余额3635亿元，较年初增加
335 亿元，增幅 10.14%，高于全行贷款
平均增幅；四是基础金融服务稳步提
升。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构建“人工网
点+自助网点+惠农通服务点+互联网线
上渠道+流动服务”五位一体服务渠道
网络，努力解决贫困地区服务网络薄弱、
金融服务难问题。同时，我们还将尽快
新增 57 个贫困地区乡镇人工网点、44
个自助网点；五是东西部扶贫协作有序
开展。12 家东部行结对帮扶“三区三
州”12 个地市，上半年已梳理潜在招商
项目 36 个，选派 7 名处级干部到“三区
三州”行交流任职，并按“双百”干部人才
结对帮扶计划，选派 100 名科级干部交
流任职；六是教育就业扶贫行动进展顺
利。我们举办了“金穗圆梦”助学活动，
全行募集资金 5178 万元，精准资助了
3996 名来自“三区三州”等地区的贫困
家庭大学生；七是消费扶贫工作持续推
进。通过总行“益农融商”公益商城、“惠
农e通”平台“电商扶贫”专区、线下直采
等方式，已直接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
1500万元，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9000余万元。

记者：农行在探索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可

以分享？

王纬：一是要做好顶层设计。乡村振兴战略涉及面广，金融需
求种类繁多。为此，农行总行制定出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政策制度
和实施方案，明确全行服务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服务重点和政策
保障。围绕总行确定的重点领域和目标任务，分支行加强组织推
动，将服务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目标化、清单化、项目化、责任化，落
实到具体责任人，明确工作时限和具体要求，确保服务乡村振兴各
项政策措施落地实施并取得实效。

二是要因地制宜探索服务模式。我国农村幅员辽阔，乡村振兴
金融需求主体也千差万别，这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提供金融服务。
农业银行根据不同类型客户需求，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形成了一整
套成熟的、可复制的农村金融服务模式体系。

三是要充分利用现代金融科技手段。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广
泛应用于农业农村各个领域，现代金融技术已成为服务乡村振兴
的重要手段。农行积极顺应这一趋势，将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
作为全行的“一号工程”，依托自主研发的“惠农e通”平台，做实网
络融资、支付结算、农村电商三大服务功能，加强三大业务功能协
同融合，让更多县域农村居民享受到现代化、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四是要加强多方合作共同支持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一盘大棋，服务乡村振兴仅靠金融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联合
社会各界力量。为此，农行积极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等部委合作，深化与国家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风险补偿
基金、地方中小型涉农产业基金等的合作，加大与大型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金融同业合作力度，力争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做好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中国农业银行：

用“金融活水”灌溉广袤农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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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秀山县，农民在农行贷款的帮助下住上了新房。 本报记者 温济聪摄

右图 在辽宁阜新益

农信息社内，店主正在为

客户办理转账业务。

下图 在新疆，农行

新疆兵团分行支持兵团购

买了大量农机装备，为提

升当地农业现代化水平夯

实了基础。

本报记者 温济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