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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安康市快讯

本报讯 受极端天气影

响，8月21日14时~22日21时，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31小时

最大降水量达128.4毫米，突

破历史极值。截至8月22日

17时，建民街道办共有30处

受灾点。

灾情就是命令。接到灾

情通报后，汉滨区人武部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汉滨

区人武部领导带领建民武装

部紧急出动民兵50余人，第

一时间赶赴灾区，投入抗洪

抢险救援工作，累计疏散群众

60户 305人。同时，严守路

口、涵洞、排污口等重点区

域。最终，陈家山村受灾群众

全部转移安置，查灾救灾、清

淤复产工作有序开展。

（王家学）

汉滨区人武部组织民兵抗洪抢险

本报讯 9月4日凌晨开

始，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迎

来强降雨天气，连续发布暴

雨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

预警。9月4日~5日16时，

紫阳县12个乡镇降雨量超过

200毫米，高桥镇达到288.9

毫米。

受多轮强降雨叠加影

响，紫阳县全县多地出现道

路垮塌、农田被毁、交通中断

等情况。险情发生后，紫阳

县人武部立即启动抗洪抢险

应急预案，积极对接县应急

管理局，带领民兵应急排30

人第一时间赶到灾情最严重

的高桥镇开展抗洪抢险救灾，

转移安置群众70户237人、隐

患排险25处、道路疏通、排涝

清淤20方。截至9月5日下

午15时，应急抢险工作基本

结束。 （温小虎）

紫阳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抢险救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

深化“双拥模范县”成效，建立

牢不可破的军政军民关系，第

94个建军节前夕，陕西省安康

市汉阴县人武部协调汉阳镇党

委班子，集体慰问正在开展基

地化训练的专业分队民兵。据

了解，汉阴县委、县政府以及各

镇党委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八

一”慰问驻军及民兵已成为“惯

例”。汉阴县连续8次被命名

为省级双拥模范县，两次被命

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县。

（文图由汉阴县人武部提供）

汉阴县人武部慰问民兵送关怀

本报讯 为对接陕西省安康市石

泉县委、县政府“一镇一业、一村一品”

主导产业，充分发挥支持县域“三农”和

乡村振兴的金融主力军作用，石泉农商

银行近日创新推出“乡村振兴能人贷”，

切实把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责任扛在肩

上、落实在行动上。

“乡村振兴能人贷”是针对符合要

求的乡村振兴带头人、乡村能人大户、

职业农民、产业振兴“五十百千万”工程

等有融资需求的借款人发放的贷款。

“乡村振兴能人贷”一律实行优惠利率，

对竞争性的优质客户，在同档次商业贷

款利率基础上，最高可优惠330个基点；

对新挖掘的优质客户，在既有贷款利

率基础上，最高可下浮 20个基点，以

最大的优惠力度让利于客户，助力乡

村振兴。

据介绍，石泉农商银行推出“乡村

振兴能人贷”，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落

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文件的

具体举措；也是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深

化“三农”金融服务的具体表现。截至

目前，全行已发放“乡村振兴能人贷”

65户1408万元。

今后，石泉农商银行将继续聚焦

主责主业，深耕“三农”、细作小微，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服务县域

经济的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适时向

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集体经济组

织、农业专业合作社等经济主体推出

“乡村振兴产业链贷”，切实助推石泉

县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做大做精做

强，以金融力量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

（文图由石泉农商银行提供）

陕西石泉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乡村振兴能人贷”

□ 黎 晓

2020 年，陕西省旬阳县生产总值

173.48亿元。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

成43.01亿元，增长3.1%。其中，农业产值

22.86亿元，增长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1,576元，比上年增加815元，

增长7.6%。2020年2月，旬阳县顺利实现

整县脱贫摘帽。2021年8月26日，旬阳县

实现“县改市”，改名旬阳市。

旬阳农商银行在旬阳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旬阳农商银行

立足县域、服务“三农”，支农支实支小微，

兴产业，促振兴，积极助力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精准衔接，探索出一条金融助力乡

村振兴路径。旬阳农商银行多年保留“全

国文明单位”称号，荣获“全国安全管理先

进单位”“中国精准扶贫十佳县域银行”

“安康市脱贫攻坚突出贡献奖”等省市荣

誉20余项，连续13年获评市委、市政府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连续13年

荣获旬阳“人民满意单位”。

推进银政合作
深度融入经济发展主旋律

“近年来，旬阳农商银行主动对接地

方政府，推进与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乡村

振兴的深度融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旬阳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李斌表示。

据介绍，旬阳农商银行紧密围绕地方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及时掌握本市乡村振

兴重点项目，了解市委、市政府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金融需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准金融支持。

旬阳农商银行与旬阳市政府签署政

银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协议中明确旬阳

农商银行参与乡村振兴的地位和方式，为

旬阳农商银行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政

策通道。截至2021年6月，旬阳农商银

行涉农贷款59.78亿元，存贷款总量、增

幅和市场份额均居全市金融机构首位。

其以占全市金融机构64%的资金来源，

发放了占全市 98%以上的农户贷款、

90%左右的涉农贷款和80%以上的小微

企业贷款，成为服务“三农”、普惠地方和

支持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银行。旬

阳农商银行还积极运用中国人民银行再

贷款发放贷款786户，余额44,296.82万

元，贷款利率低至5.5%，有效降低广大农

户还本付息压力。

为了让金融支持更加精准，旬阳农商

银行主动对接财政、农业、人社、税务、交

通、乡村振兴等政府职能部门，共建联动

交流机制。例如，与旬阳市乡村振兴局签

订《旬阳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合作协议》，

制定《“脱贫巩固贷”实施细则》，在过去累

计发放66,005万元“5321”扶贫小额信

贷且牢牢管控逾期率在0.5%的监管指标

以内基础上，2021年又继续投放“脱贫巩

固贷”2473户12,056万元，用精准产品、

精准名单和精准服务无缝对接脱贫户、边

缘易致贫户特色产业发展资金需求，为产

业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我们积极协助市委、市政府出台乡

村振兴战略融资政策，探索开拓融资渠

道，围绕支持乡村振兴和民营经济发展，

积极构建融资合作渠道，加大实体信贷尤

其是普惠型贷款投放力度。这是我们精

准金融扶贫的一个重要思路和措施。”旬

阳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邵义鑫谈道。

两年来，旬阳农商银行与陕西省农业

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安康市财信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旬阳市创业就业服务中心

开展深度合作，大力推广“三秦兴社贷”

“三秦农经贷”“三秦农担贷”“县域振兴批

量贷”“创业贷”等支持县域主导产业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信贷产品，推动普惠型贷

款持续增长和产业发展。

“没有旬阳农商银行的全过程服务支

持，就没有我们这个集生产、加工、销售、

技术研发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型企业

公司，旬阳市的食用菌产业也难以发展至

现在的规模。”旬阳市国桦农林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智国谈起公司的发展

历程，难掩感慨与激动。

2016年以来，旬阳市国桦农林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持续得到旬阳农商银行“全

程式”金融服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时，正值公司菌种培育黄金时期，旬

阳农商银行联合安康市财信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主动对接，上门服务，安排专项信

贷额度300万元，给予特别优惠利率，开

通绿色审批通道，全力满足企业发展的融

资需求，为民营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雪

中送炭”。目前，该公司建成食用菌产业

基地320亩，形成“一中心、四个基地”食

用菌产业发展板块，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336户1176人，户均增收6360元。

创新信贷理念
积极助力农业产业化建设

“在金融助农过程中如何既化解风险

又能精准服务，是伴随我们工作始终的问

题。现在看来，我们在这方面实现了信用

惠农、信贷支农、政策助农、服务便农的总

体目标。”邵义鑫表示，“我们重点抓了农

村诚信体系建设，实施了业务网格化营

销、评级授信建档和信用村镇创建‘三大

工程’，成效明显。”

两年来，旬阳农商银行大力实施农村

信用户、信用村和信用乡镇评定工作，开

展“银村共建、整村推进”，实现农户评级

授信全覆盖；大力开展农村信用文化建

设，广泛宣传和普及征信及相关金融知

识；与旬阳市乡村治理广泛开展的“三治

融合”相统一，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

“守信得益，失信受损”“得信多助，失信寡

助”的信用文化，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截至2021年6月末，旬阳农商银行信

息系统已采集农户信息78,778户，授信

签约36,121户，授信金额达36.3亿元。

在此基础上，实施农户信贷畅通工程，以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投放和e农贷线上产品

推广为抓手，加大农户贷款投放力度，使

广大农户更进一步认识并感受到信用评

级带来的实惠、等级提升带来的好处。全

行累计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29,221户、

余额240,353.03万元，办理线上涉农贷

款7456户，余额10,138.99万元。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我行

在选择贷款项目时，认真贯彻落实省联社

‘11421’总要求，把金融服务全市实体经

济发展、支持主导产业发展当作一项政治

使命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谈

及贷款投向思路，邵义鑫说。

近年来，旬阳农商银行坚持以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新主体，休闲农业、定制农

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农业产业园、科技

园、创业园等新载体为重点，不断加大信

贷投放力度，助力农村产业发展。

旬阳农商银行还大力推广“拐枣贷”

等支持产业乡村振兴战略的信贷产品和

“秦e贷”“秦V贷”两大线上产品，优化业

务办理流程，实施系列优惠措施，加大对

乡村产业贷款资源倾斜力度，为乡村产业

发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大力培育乡村

产业发展，提升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拐枣产业的发展生动展现了旬阳农

商银行创新信贷理念、积极助力农业产业

化建设的实践。旬阳市属拐枣最佳适生

区，栽培历史悠久，种植面积达39.6万

亩。拐枣在种植、加工环节可吸纳大量劳

动力，经济、社会效益可观。旬阳农商银

行对发展拐枣产业的贫困户“拉一把”，对

拐枣产业大户“促一把”，对从事拐枣产业

深加工的小微企业“扶一把”。

例如，制定《“农旅贷”管理办法》《一

县一业“拐枣贷”管理办法》《“产业贷”管

理办法》，主动对接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

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持续优化城乡信用环境。同时，

以此“抓点示范”，分层分批在全市21个

镇306个行政村（社区）共建推进，全力支

持“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发展。

2020年以来，旬阳农商银行累计发

放贷款3120万元，支持500余名贫困户从

事拐枣种植；累计发放贷款5100万元，助

推拐枣产业强村大户；累计发放贷款近

3000万元，支持太极缘生物公司从事拐枣

产业研发、技改、升级、扩能；累计发放贷款

200余万元，支持天正酿造公司从起步到

壮大再到产品行销国内外；对金茂生态农

业公司派驻金融顾问，并给予评级授信。

创新内部机制
全面提高服务能力和效率

“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我们的

本职工作，要在短短几年之内取得明显成

效，困难不小。观念创新是一方面，把握

好业务重点与走向是另一方面。但要让

工作提效、业务提质、效益提升，服务能力

和效率很关键。让人自豪的是，我们做到

了。”邵义鑫谈道。

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满意度。为

在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资金投入上优先

保障、金融服务上优先安排，旬阳农商银

行成立小微贷中心和首贷金融服务中心，

将“业务发展部”更名为“乡村振兴部”，着

力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

特殊群体提供更加优质的专属金融服

务。同时，建立专属服务绿色通道，加大

涉农贷款投放力度。

持续加大资源和政策倾斜。制定《旬

阳农商银行普惠型贷款尽职免责管理实

施细则》，在尽职免责的基础上，适度提高

涉农贷款风险容忍度，以此打消分支机构

客户经理顾虑，增强其服务乡村振兴的积

极性、主动性。单列普惠涉农贷款和普惠

小微企业信贷投放计划，2021年度《经营

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中，普惠贷款占整

体考核指标权重19.23%，占信贷类考核

指标权重69.44%。

提高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质效。根据

制定的《模拟二级核算管理考核办法》，对

支行发放的农户、农业产业化贷款利息收

入按一定比例直接调增支行考核利润；对

发放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资金价

格按同期同档次LPR利率下调50个~

100个基点；对“三农”业务支行匹配更多

的网点运行服务费用等，切实调动一线

员工积极性，释放更多金融活力服务乡

村振兴。

回眸走过的路，邵义鑫激情满怀且感

慨万分：“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兴产业、促振兴、当好乡村振兴主办银行，

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我们将

一如既往积极深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发展普惠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
陕西旬阳农商银行立足县域、服务“三农”，探索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路径

旬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加兵（左）与旬阳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邵义鑫（右）

签订《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政银战略合作协议》。 （旬阳农商银行供图）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

安康市石泉县人武部政委

翟相宽到定点帮扶村——石

泉县云雾山镇秋树坝村，

为全村党员干部上了一堂

以《学习党史，铭记职责，振

兴乡村》为主题的党史学习

教育课，深受广大干部群众

赞扬。

（文图由石泉县人武部提供）

石泉县军民学党史共话乡村振兴

石泉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大杰（右四）在池河镇明星村调研“乡村振兴

能人贷”情况

（紫阳县人武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