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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简介
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神内基金是由国际友好人士、日本著名企业家、原日本国际协力财团

理事长神内良一先生1996年捐资2000万元人民币，并根据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有关规定设立
的专项基金，1998年7月神内先生又追加捐赠1000万元，使该基金规模达到3000万元。神内基
金主要用于支持和奖励在高新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对发展中国的高产优质高效农
业作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特别是在农业技术推广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和农
户。自1997年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设立20多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除港澳台地区外），先后组
织开展了18次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评奖活动，全国已有2549名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农户

获此殊荣，基金会累计颁发奖金5198万元。该奖项原来每年评选一次，每次奖励基层推广人员
和农户各50名。2010年，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调整为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奖励基层推
广人员和农户各100名。奖励标准为基层推广人员每人1万元，农户每人3万元。专业领域涵盖
了种植、畜牧兽医业、水产、农机、农村能源、农广校等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六大行业系统。
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是我国面向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全国性重要奖项，是基金会奖励金额最
大、涵盖省份最广、荣获人员最多的奖项之一，充分调动了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户的积极性，
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和社会各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已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2021年度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推广人员)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农技-推广人员

1 芦金生 北京市大兴区农业技术推广站
2 吴东风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农业技术推广站
3 刘志坤 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4 张照强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5 盖俊楷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
6 张晓梅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白山乡农业服务站
7 刘文华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8 邱信臣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9 朱 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亚沟街道办事处
10 刘 静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
11 曲常迅 山东省平度市蓼兰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12 赵健飞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3 弓增志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农业技术推广狼城岗区域中心站
14 师海斌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5 蒋 宏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6 杨富位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7 祁玉梅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8 王生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9 贾银录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20 乔金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畜牧-推广人员
21 孙春清 北京市平谷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2 赵金艳 天津市静海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23 李 铭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畜牧技术站
24 高月平 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畜牧兽医中心
25 苑清国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26 潘广辉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新合乡综合服务中心
27 孙家英 吉林省吉林市桦甸市桦郊乡综合服务中心
28 张学良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畜牧综合服务中心
29 李玉霞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30 郝常宝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
31 李玉法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畜牧技术推广中心
32 申福顺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畜牧工作站
33 穆勇攀 陕西省咸阳兴平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34 周国乔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35 李 强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倪家营镇畜牧兽医工作站
36 周 成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37 周 托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38 董泽生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畜牧兽医站
39 罗延洪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畜牧兽医站
40 朱香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机-推广人员
41 王尚君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42 唐宏伟 天津市蓟州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推广站
43 魏学东 河北省深州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44 周志明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农机发展中心
45 张 渊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农业机械管理站
46 刘晓波 辽宁省东港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47 刘艳军 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48 刘本忠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49 尤 伟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心
50 景兴隆 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农机技术示范试验推广站
51 张 毅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52 王新华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农机服务中心
53 张富英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农机站
54 马少珍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中心
55 古丽亚提·阿克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农机新技术推广站

水产-推广人员
56 藤淑芹 天津市蓟州区畜牧水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57 康格平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58 常立新 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59 韩永峰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水产工作站
60 王 亮 辽宁省凌海市农业农村发展中心
61 石瑞华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62 刘凤志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63 韩学明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县渔业技术推广站
64 胡军娜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65 王永辉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渔业生产工作站
66 冉社文 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67 刘 波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68 顾冬花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桦林乡畜牧兽医站
69 于雪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福海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70 管文章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能源-推广人员
71 丁洪杰 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新能源办公室
72 杨朝辉 山西省临汾市吉县果树科技研究所
73 杨树林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农村能源事业发展中心
74 赵 辉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75 范 军 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76 徐振贤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农业环境监测站
77 杨金田 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农村能源发展中心
78 何延鹏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农村能源办公室
79 闫吉军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村能源组
80 姚文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农业技术推广站
81 王义龙 吉林省白城洮南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82 范景军 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农村能源建设办公室
83 杨 林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农村能源环境保护站
84 马 森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农业生态环境与可再生能源工作站
85 陈丽梅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农村能源工作站

农广校
86 李胜利 北京市农广校房山区分校
87 王鸿奎 天津市农广校北辰区分校
88 毛久银 河北省农广校宽城满族自治县分校
89 梁宝盛 山西省临汾市农广校
90 高 琳 内蒙古自治区农广校巴林左旗分校
91 刘凤英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
92 刘忠军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农民科技教育中心
93 韩仁波 黑龙江省农广校安达市分校
94 沈志河 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农广校
95 韩志乾 河南省农广校内黄分校
96 杜建军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农业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97 董旭生 甘肃省农广校庄浪县分校
98 葸 贤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农广校
99 哈力扎提·苏力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广校伊宁县分校
100 宋献北 黑龙江垦区农广校八五二农场分校

2021年度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农户)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农技-农户

1 冯立田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陈家铺镇西冯家铺村
2 刘军的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广府镇史堤村
3 孙世军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李天木镇北阁村
4 张海元 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岱岳镇甘庄村
5 姚 淏 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南梁镇庄里村
6 赵玉良 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骆驼山镇黑山庙村
7 杜 岗 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村
8 李广军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安庆镇元茂隆村
9 李忠华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胜利村
10 姜洪波 辽宁省庄河市光明山镇金线沟村
11 孙 伟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乔屯村
12 孙芳原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大石头镇永乐村
13 李庆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永和乡永和村
14 刘铁仁 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团结镇龙滨村
15 唐道丽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郝寨镇石桥村
16 申国希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任固镇孟庄村
17 赵战秒 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张果屯镇烟之东村
18 龙国柱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半个城村
19 高海宽 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堆子梁镇营盘梁村
20 山金虎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伏家镇山庄村
21 马永峰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川镇红旗村
22 阿腾贤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黄家寨镇阿家村
23 韩永红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波航乡南岔村
24 陆小军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彭堡村
25 丁 亮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
26 何洪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大泉乡烧坊庄子村
27 梁娟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吾县淖毛湖镇希望社区西坎村
28 李文艳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四家子镇大兴堡村

畜牧-农户
29 梁志成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赵川镇赵川村
30 梁立阁 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清河乡南壕村
31 杨 皓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徐沟镇东北坊村
32 肖长青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集店镇南皇村
33 方学清 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罗文皂镇太平堡村
34 付天志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台子镇台子村
35 田春艳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满堂红镇十家子村
36 杨凤艳 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猴石镇高隆村
37 孙 英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东风村
38 王跃龙 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沿江乡哈达彦村
39 马爱青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东和村
40 赵 昭 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太山庙乡冯庄村
41 杜存怀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营头镇和平村
42 邵鹏山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铁边城镇田南湾村
43 王建兵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巷道镇元丰村
44 刘振华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倪家营镇黄家湾村
45 王瑞刚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
46 马存录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马莲乡南川村
47 冯 欢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沟沿村德胜墩自然村
48 蒲常廷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李家山镇崖头村
49 文长太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野牛沟乡达玉村

50 麦麦提伊敏·赛麦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泽普县图乎其乡巴什阿其玛村
51 宋文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城北工业园
52 努尔买买提·艾尔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乌恰镇

农机-农户

53 任素伟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岗南镇郭苏村
54 张彦军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冉庄镇张马庄村
55 李 华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王答乡大寨村
56 常 兴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渔泽镇北岗村
57 孙国强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三座店镇三座店村
58 兰 旭 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沙岭镇三河村
59 于长军 黑龙江省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红光村
60 于忠宝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时中乡新旺村
61 闫跃东 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莲花镇闫湾村
62 孙书祥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纸坊镇牛王村
63 刘新志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城关街办老鸦咀
64 李文兵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甘沟驿镇六十铺村
65 鲍 奎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多巴镇奔巴口村
66 窦光明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西滩乡纳隆村
67 马海超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永华村
68 任 剑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黄渠桥镇通润村
69 吾拉音·阿吾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阿克托格拉克16村
70 马建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水产-农户

71 程佳禹 河北省唐山市维卓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72 屈卫国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月亮湾养鱼专业合作社
73 张福宽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东海心村新农专业合作社
74 李英美 辽宁省凌海市达莲海珍品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75 张春新 吉林省吉林春新生态家庭农场
76 高国忠 黑龙江省肇东市渔儿园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77 李 冰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窑屋村
78 陈小松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永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9 李福海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发祥渔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80 蒋占其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天阔渔业合作社
81 何木汗麦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五稼禾生态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82 张占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盛汇生态渔业有限公司
83 高长城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晶诚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84 周晋成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晋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5 赵春雨 吉林省公主岭市蓝谷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86 王东辉 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满鑫鲟鱼繁育养殖有限公司
87 平中君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鑫泥河淡水鱼养殖场
88 陈道发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陈道发养殖渔场

能源-农户

89 王子柱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新集镇南巨家峪村
90 邰文武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七星河乡永新村
91 韩志龙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草庙乡赵洼村
92 李海蛟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讲武城镇朝冠村
93 冯彦宁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湘乐镇冯咀村
94 马雄图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红光胜利村
95 杨广勇 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汤神庙镇南杖子村
96 王兴年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芦湾村
97 张松伟 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富国村
98 罗 振 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云阳镇狮子坟村
99 赵 科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宗营镇赵曹村
100 谢先苍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镇松德村

全面服务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
持。近年来，安徽省农行不断优化体制机
制，强化金融供给，深化创新驱动，打好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组合拳，谱写服务乡村
振兴的新篇章。

“十三五”以来，该行各项贷款增量
连续 6 年稳居可比同业首位，贷款年均增
速居全国农行系统第一；全省 31 家扶贫
县贷款净增 897 亿元，精准扶贫贷款净增
246 亿元，累计带动贫困人口 41.8 万人。
2018 至 2020 年连续 3 年在安徽省政府支
持地方发展考核评价中居各家金融机构
之首，连续 3 年在安徽省直单位定点扶贫
考核中获评最高等次。尤其是今年以
来，该行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全
面、精准、高效地为农业农村发展输送

“金融活水”。
截至 8 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 2395

亿元，较年初增加 300 亿元，增速 14.3 个百
分点。这些“硬核”数据的背后，正是安徽
农行努力服务乡村振兴的有力佐证。

坚定职责使命
优化服务乡村振兴体制机制

安徽省农行始终坚守政治站位，自觉
服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进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和业务经营的有机衔接，不断优化
完善服务乡村振兴的三项机制。

优化乡村振兴组织领导机制。省、市、
县三级行均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小组，并挂牌成立乡村
振兴金融部，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统抓系统
推进、项目实施、责任分解，为做好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优化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机制。为更好
地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领域和实施路
径，该行从 2018 年起连续 4 年制定实施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计划，采取“1+N”模
式，全面覆盖乡村产业、乡村建设、智慧乡
村、粮食安全等领域，逐步形成“省行统筹、
市行推进、支行落实”的工作机制。

优化乡村振兴资源保障机制。先后制

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计划专项激励方
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评价方案，
单切县域贷款、涉农贷款、脱贫县贷款、乡
村振兴重点领域信贷规模，单独开辟绿色
审批通道，持续加大人财物资源投入，每年
向县域倾斜50%以上员工招聘计划，适当放
宽重点帮扶县招聘条件。

聚焦重点领域
加大服务乡村振兴信贷支持

坚持“责任”在肩、“实干”托底，聚焦乡
村振兴“二十字”方针，围绕乡村产业、乡村
建设等重点领域，实施名单锚定、清单管
理、团队直营，坚定不移加大对乡村振兴关
键领域的信贷支持。

聚焦乡村产业发展。产业兴则乡村
富。该行以“一县一项目”行动为抓手，精
准对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环巢湖
国家旅游休闲区、大别山生态旅游协作区
三大重点区域，梳理全省县域 134 家景区，
助力县域旅游特色资源开发，县域旅游贷
款余额 41 亿元，占全行旅游贷款的 68%。
聚焦种子耕地两个关键，紧扣粮食安全战
略和种业强省行动，加大对国家粮食安全
产业金融供给，粮食安全领域贷款余额136
亿元，较年初增加23亿元，增速高于县域贷
款增速2.12个百分点。

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中央关于乡
村建设的布局规划，不断加大供水、供热等
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以及棚改、安置房等
宜居工程以及环境整治、生态修复类等项
目支持力度，改善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条
件。创新乡村振兴饮水安全贷产品，累计
支持 18个县区 25个供水项目，新发放贷款
29亿元。积极支持河道清淤、水环境整治，
已审批项目 17 个、贷款 50.8 亿元。截至 8
月末，乡村建设贷款余额 399.5 亿元，较年
初增加90亿元。

聚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衔接。坚决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确保信
贷投放、资源投入、帮扶政策“三个力度不
减”，积极做好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
在规划、机制、产品、人才等方面的有效衔

接，强化对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易地搬迁
后续扶持的金融服务，优先保障涉农贷款
计划，为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更可持
续、更有质效的金融服务。截至 8 月末，全
省 20 家脱贫重点县贷款余额 836 亿元，较
年初增加 112 亿元；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317
亿元，较年初增加 33.4 亿元，增速 11.76%，
脱贫县贷款和精准扶贫贷款实现持续稳
定增长。

坚持创新驱动
增加服务乡村振兴有效供给

优化合作模式。强化银政合作，今年
以来与 11个地市、17个县区人民政府签订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分地区确定
支持重点，确保服务乡村振兴更加精准聚
焦、直达有效。强化银担合作，与省担保集
团、省农业担保公司签订总对总批量担保
合作协议，对符合条件的新主体贷款批量
集中担保，简化担保手续，降低担保费率，
有效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抵押
难等问题。省级以上优质龙头企业服务覆
盖面36.6%，对18.8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供信贷支持201亿元。

创新信贷产品。针对县域农村发展差
异大、金融需求多样化等特点，该行紧扣三
农发展实际和县域客户需求，发挥三农创新
基地“孵化器”作用，不断丰富乡村振兴产品
体系，研发推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贷”“乡
村振兴工业贷”“信易贷”“农保贷”等15项特
色产品，形成一批辨识度高、传播力强和同
业领先的服务乡村振兴产品品牌。

拓宽服务渠道。积极应对农业农村发
展呈现的新变化，针对农业农村领域涌现
的新产业、新工程、新载体、新需求，运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通过农户信息档
案系统自动测算额度、自动审批、自助放
贷。研发应用农业农村部新农直通贷、微
信公众号、掌上银行等内外部线上申贷渠
道，提高融资效率，提升客户体验。截至 8
月末，全行“惠农 e 贷”余额 204 亿元，较年
初新增92亿元，增幅82%，有力支持农村客
户创业创新致富奔小康。

强化渠道支撑
提升服务乡村振兴金融质效

围绕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居民对便捷
高效安全金融服务的需求，有效构建物理
网点、自助银行、惠农通服务店、掌上银行、
远程银行“五位一体”的融合化渠道体系。

持续推进“金穗惠农通”工程建设，助
力打造金融支付环境。优化惠农通服务点
建设，打造以电子金融服务为主体、自助金
融服务为辅助、物理网点为依托的多层次、
广覆盖、全功能、高效率的基础金融服务渠
道体系。截至8月末，在农村地区设立惠农
服务点 2826 个、布放电子机具 7393 台，掌
银县域农村客户达 811.8万户，为农村居民
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支付结算融资全方
位的金融服务。

持续推进金融科技赋能，优化新型服务
渠道。顺应数字化时代，大力推进数字化转
型，为三农金融服务插上科技的“翅膀”。加
大“三资”管理平台推广应用，全面满足乡村
村务公开、账户管理、支付结算等经营管理

和金融服务需求，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要求。积极参与国家金融科技赋能乡村
振兴示范工程，全面推进智慧农业、智慧政
务、智慧医疗、智慧旅游等场景建设，累计搭
建县域各类特色金融场景129个。

持续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构建
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将党建引领信用村建
设作为全行的政治任务，研发上线党建引
领信用村业务系统，实现申贷客户自动进
件、业务分发、贷款信息反哺，提高信易贷
申贷效率、优化客户体验，持续扩大金融服
务覆盖面，加大涉农信贷投入，助力打造多
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生态体
系。在全省 1.36 万个行政村，建立农户信
息档案 53.7万户，累计为 18.72万户信息建
档户发放贷款241亿元。

新使命开启新征程，新征程呼唤新担
当。面向“十四五”，安徽省农行将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服务
理念，扛牢服务乡村振兴的责任和使命，发
挥服务乡村振兴国家队、主力军作用，为助
推安徽乡村共同富裕贡献金融力量。

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

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99月月，，得到农行普惠金融政策支持的安徽省知名地标农产品铜陵白姜喜迎丰收得到农行普惠金融政策支持的安徽省知名地标农产品铜陵白姜喜迎丰收。。

农行工作人员走访歙县家庭农场主农行工作人员走访歙县家庭农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