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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铁军 高海霞

金秋九月，三秦大地田畴似锦，岁稔年丰。广袤
乡村，五彩斑斓的丰收图景徐徐铺展；田间地头，物
阜民丰的幸福写满农民的笑脸。党的十八大以来，
陕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稳步推进农业“3+
X”工程、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乡村环境治理等工程，
全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向好发展，农民收入持
续增加，取得历史性成就。

三农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十年
来，作为服务三农的国家队，农行陕西省分行积极顺
应农业农村互联网发展趋势，主动融入数字化时代，
以金融科技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产品、场景、渠道
等线上线下一体化深度融合，全面提高服务三农、服
务乡村振兴质效，有效提升了县域金融的可得性、覆
盖面和服务效率。

科技赋能，转型提速。十年来，三农和县域业务
数字化转型成为了陕西农行人为之奋斗、前行的目
标和方向，也取得了预期效果：数字化转型组织架构
和工作机制逐步完善；服务三农、普惠金融、场景建
设等数字化转型措施相继落地；“农银智慧＋”场景

金融品牌初步形成；精准扶贫能力不断增强，“扶贫
商城”重点帮扶县覆盖率 100%，塑造了“智慧银行”

“数字银行”的良好品牌形象。

高位谋划 打好“一号工程”升级战

十年来，面对县域农村金融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新形势，农行陕西省分行顺应金融服务线上化、移动
化、场景化大趋势，落实农总行“加快数字化转型、再
造一个农业银行”战略部署，把服务三农领域的“数
字化转型”作为重要经营战略，借助大数据手段谋求
突破，积极打造业务经营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按照“搭平台、建场景、优产品、抓联动、强保障、
严控险”的思路，陕西分行以“数据”“平台”“场景”

“产品”“风控”为核心，加快构建“1+2+3+N”三农和
县域业务数字化转型业务体系，打造网络融资、线上
支付、农村电商系列产品线，分领域搭建应用场景，
努力将金融服务全面融入县域生产生活各个领域、
各个环节。

“让数据多跑路，让客户少跑腿。”党的十八大以
来，陕西分行落实总行战略部署，以“农银 e贷”为总
品牌，“个人 e贷”“小微 e贷”“惠农 e贷”“助业 e贷”四

大子品牌下辖产品逐步丰富，推出了一大批贴合市场
发展、契合民众需要的优质产品。2017年开始推广

“惠农 e贷”、2018年“数据网贷”、2019年“纳税 e贷”、
2020年“乐享三秦”、2021年“掌上银行（乡村版）”等，
还自主创新推出了“医保贷”“租金贷”等地方特色产
品，实现了互联网信贷业务的从无到有、迅猛发展。
截至6月末，“农银e贷”余额占比14.45%。

农行陕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彭祖佑表示，农
业银行因农而生、顺农而长，三农稳则农行稳、三农
兴则农行兴、三农好则农行好。陕西分行将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
人民性、专业性，以县域百姓的美好金融需求为动
力，加快推进三农和县域数字化转型，努力让县域百
姓享受到现代化金融服务。

创新驱动 全力破解三农融资难题

“当初如果不是农行的‘惠农 e贷’，我的猪场就
倒闭喽!”家住汉中市略阳县横现河街道跑马村养殖
大户和致富带头人周女士，看着新入栏的200头仔猪
乐呵呵地说。

据悉，前期因资金问题，周女士原本可养殖 500
头猪的猪场，只养了不到50头，经营发展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困难。关键时候，当地农行通过“惠农 e贷”及
时发放贷款，帮她渡过了难关。

“惠农 e贷”是农业银行深耕县域市场、服务乡村
振兴的特有品牌。该产品依托互联网大数据，通过
线上操作、批量作业、自动审批，以流程化运作方式，
为客户提供免抵押、可循环的线上融资服务，解决了
农村金融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农户融资难、贷款贵、
效率低等问题。

“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2019年初，时任安康市
旬阳县县长陈红星专程到县农行调研。原来，陈红
星在乡镇检查工作时得知，群众对“惠农 e贷”赞不绝
口。“以前听农行同志汇报过，以为是一个普通的金
融产品，没太注意，频频听到老百姓点赞，再进一步
了解，发现‘惠农 e贷’真是受欢迎，有效解决农户生
产经营融资难题，值得大力推广！”

农行惠农助农，群众口口相传，政府支持推广，
“惠农 e贷”已然成为农行服务三农的“网红产品”和
品牌形象新名片。

乡村要振兴，产业扶持是关键。近年来，农行陕
西省分行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坚守服务三农主责主
业，主动融入陕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部署，以陕西
省“3+X”工程为着力点，全面推广“惠农 e贷”，为普

通农民和新型农业主体发展生产、经营致富“贷”来
了新活力。

在革命圣地延安，苹果种植面积达到300多万亩，
产量 400万吨，分别占到中国的 1/9和陕西的 1/3，是
全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级市，苹果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金果果”。陕西分行通过“惠农 e贷”，大力
支持延安果业发展，目前贷款余额达到了34亿元、惠
及农户3万户。

为提升金融服务精准性，陕西分行紧盯区域优势
特色产业，通过模板化、标准化、流程化，有效提升金融
服务特色产业水平。以陕西省委、省政府培育苹果、羊
乳、设施农业3个千亿产业为契机，创新推出“金穗陕
果贷”“锦绣前程贷”等产品，目前“金穗陕果贷”余额
42亿元、受益农户4万户。围绕关中及渭北原区猕猴
桃、葡萄、花椒、冬枣，陕南烤烟、茶叶和中药材，以及陕
北红枣及养殖业等特色产业，加大综合授信模式推广，
解决了农民融资担保难题。截至8月末，该模式当年
累放贷款117亿元、余额104亿元。

为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该行分支机构组织客户
经理，通过走村入户的方式，做好涉农客户调查，将全
部客户纳入支持范围，通过上门服务让农民少跑腿方
式，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效率。为满足农民
多样化、综合化金融服务需求，该行积极提供信贷、理
财、账户及结算在内的20多款产品，不断提升服务乡
村振兴质效。截至8月末，通过该方式为客户办理掌
银22万个，信用卡10万张，存款128亿元，有效改善了
农村金融供给环境和农民金融服务体验。

十年奋进，创造非凡。陕西分行农户信贷在2017
年前余额保持在10亿元左右。2017年在全国非试点
一级分行中，陕西分行自主试点“惠农e贷”，并在当年
投放近300万元。从2018年起，陕西分行突出“惠农e
贷”的核心地位，通过明确目标、推广成熟模式、解决担
保难题、强化组织推动、打造“惠农e贷”标杆支行等一
系列措施，“惠农e贷”得到长足发展，四年多来已累计
发放贷款超550亿元，初步探索形成了新时期农行借
助科技手段服务三农、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子。

“惠农e贷”被人行西安分行、共青团陕西省委评为“十
八大以来陕西最具影响力金融事件”。

拓展领域 对接乡村振兴金融需求

场景金融既是农行陕西省分行数字化转型的主
战场，也是该行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的新“名片”。
十年来，根据三农客户特点和需要，围绕县域农村生
产经营端、消费端、政务和公共服务端重点客群，陕
西分行从化解社会“痛点”入手，积极将金融服务融

入县域农村生产生活的多领域、各环节。
掌上银行是陕西分行新时期县域支付结算的主

渠道。作为全国农行掌银乡村版西北唯一一家示范
引领行，陕西分行开展“掌银乡村版示范引领行”建
设推广活动，按照突出重点、统筹推进的原则，选取
铜川宜君、宝鸡扶风和眉县、汉中西乡作为全省农行
示范引领支行，通过简单明了的版面设计和方便快
捷的操作流程，方便客户办理查询服务点、在线融资
申请、购买理财产品等业务，较好地提升了广大县域
客户的服务体验。

为适应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快向农业农村领域渗
透的发展趋势，陕西分行自主研发上线“乐享三秦”掌
银特色平台，开辟衣、食、住、行、游、娱、教等高频生活
消费场景。加快推进“智慧食堂”“智慧校园”“智慧医
院”“智慧旅游”“智慧党费”“智慧农贸”“智慧停车”等
高频场景，“农银智慧+”场景金融品牌初步形成，为县
域农村生产生活数字化注入了农行“智慧”。截至目
前，该行县域场景高频客户余额突破17万户。

近年来，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三资”数字化管理的需求越来越
迫切。陕西分行紧抓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契机，积极推
广农业银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着力为各级政
府提供行政管理服务，助力提升“三资”管理及乡村治
理能力。陕西分行累计上线“三资”管理平台47个县
（区），覆盖305个乡镇、3638个行政区村。

围绕农总行数字化转型十大工程的“数字乡村”
工程，陕西分行确定汉中西乡县五丰镇作为“数字乡
村”项目的试点村镇，打造“品味乡村”平台系统，以
乡村治理为切入，为村民、村政府、村商户、村企业、
游客等提供便捷联通的数字化管理方案。经过实践
探索，五丰镇创新实现“四个一”：政府数字化管理一
竿子到底、涉农事务一站式办理、农业经营一张网覆
盖、普惠金融一码通办理。截至目前，平台村民认证
2300余人，同步带动五丰农户信息建档1300余户，覆
盖率达98%；授信农户近700户，授信总额500余万元；
开立对公账户 20余户，公司+农户掌（网）银 1200余
户，建立惠农通服务点 2个，为 6户农副产品加工生
产企业上线农行“兴农商城”，带动消费扶贫 50余万
元。平台入选“陕西省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
工程”项目，得到政府和人行西安分行的充分认可。

十年砥砺奋进，十年精彩蝶变。十年来，农行陕西
省分行攻坚克难，打通了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的“大动
脉”，把金融科技支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把
金融支撑落地到项目、企业、田间地头，接续推进乡村
振兴，稳步推动三秦大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农行陕西省分行亮相第29届杨凌农高会。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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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陕西省分行金融科技服务三农“十年成就”

▲

在宁波市水果批
发市场，农行洞桥支行的
客户经理（右一）在向商
户介绍信贷服务。

▲ 在宁波市镇海区庄
市街道一农场，农行宁波庄
市支行的客户经理（左一）
在走访种植户。

□□ 舒馨莹 文/图

近年来，农行宁波市分行以精准的“笔法”，不断
丰富服务三农新内涵，以遒劲的“笔力”，答好乡村振
兴“新考卷”。截至8月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965.50
亿元，较年初增加97.89亿元，增速11.28%，高于贷款
平均增速0.26个百分点。

在金融之笔的擘画之下，一幅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共富图景正在浙江宁
波乡村大地上徐徐展开。

产业欣欣向荣，助力打造增富创收示范区

时光倒流几十年，在宁波奉化区流传着这样一
首民谣，“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两百零，有女不
嫁滕头村”。彼时的滕头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
如今，“家家都是富裕户”成了这里实现共同富裕的
真实写照。

滕头村由穷到富的涅槃之路，离不开金融的力
量。从 20世纪 70年代起，随着兴办企业、发展三产
的陆续推开，农行奉化支行紧抓整村产业发展需要
大量资金的契机，先后为滕头村企业创办和成长提
供了大量配套融资支持，为村级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80年代后，农行奉化支行
又先后向滕头村发放了购置大型收割机和支持农田
排灌贷款6万元，为创办花木场提供40万元融资，为
经营服装厂和供港畜牧场提供100万元信贷支持，到
1997年该行已为滕头集团融资 2000余万元，这些资
金对当时刚刚起步的滕头经济而言，堪称实实在在
的雪中送炭。这样的金融扶持，在之后从未间断，截
至目前，该行为滕头集团融资约 1.86亿元。在农行
支持下，滕头村的村级经济不断壮大，2021年实现社
会生产总值125.69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7.5万元。

产业兴旺、村子富裕，村民才能过上向往的生
活。农行宁波市分行在服务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始
终把支持产业发展放在首位。围绕现代农业、海洋
农业、观光农业等本地最有优势的主导特色产业，大
力推广“一项目一方案一授权”普惠信贷业务发展模
式，实现项目化运作、批量化获客和表单式操作，不
断提升外部获客和内部运作效率。围绕县域主流经
济、主流产业和主流客户，逐县分析区域规划和经济
特征，采取“一县一方案”模式，定制相适配的金融服
务方案。

数据显示，截至 8月末，农行宁波市分行县域贷
款余额1044.38亿元，较年初增加77.48亿元。围绕农
业龙头企业产业链上下游的金融需求，将订单、应收
账款等“基础数据”转化成“融资资本”，推进龙头企
业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集团化和国际化发展，以

大带小，支持农村生态产业链发展。截至 8月末，该
行服务对接涉农供应链融资商圈 14个，提供融资金
额4.4亿元。

乡村美美与共，助力打造诗意生活风景线

朝闻鸟鸣之声，夜枕星空入梦。近年来，随着宁
波宁海县“333”服务业提升工程的不断推进，当地文
旅产业迅速发展，许家山房车露营公园成了新晋的

“网红打卡地”，夕阳西下，山风习习，游客们吃烧烤、
喝啤酒不亦乐乎。夜幕降临，繁星点点，人们数星
星、听音乐怡然自得。

许家山是宁波境内现有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石屋古村，也是浙东沿海山地石屋建筑群落的典
范。这个原生态古村坐落于山野之中，远离城市的
繁华与喧嚣，“石头村”是它更为耳熟能详的别名。
从 2016年与宁海县旅游集团合作开展合作以来，农
行宁海支行以许家山五星房车露营地项目为重点，
向宁海县旅游集团发放贷款 1.37亿元，“点石成金”
帮助“石头村”发展全域旅游，打造茶园风光、文化古
村、酒店民宿、登山步道等特色旅游项目与设施，不
断满足游客“吃、住、行、游、娱、购”休闲度假需求。

在金融活水的润泽下，一幅幅美丽乡村画卷呈
现在人们面前，乡村旅游不断“走红”。近年来，农行
宁波市分行不断加大对旅游景区建设、游客消费等
旅游产业的金融服务力度，重点支持旅游景区完善
基础设施、延伸产业链条，以及乡村生态休闲、旅游
观光等新兴产业和“农家乐”优质经营户，不仅满足
了游客对诗意生活的美好向往，也为村民增收创造
条件。截至 8 月末，该行信贷支持旅游产业项目 19
个，贷款余额26.18亿元。

“宜游”更要“宜居”。农行宁波市分行还围绕全
市“百村示范、千村整治”等重点工程，大力支持农村
城镇化建设项目和产城融合发展项目，为农村城镇
化驶上快车道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重点支持了奉
化区溪口镇棚户区改造工程、慈溪市危旧房改造一
期项目、余姚市姚北新城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等一
大批市级重点项目。目前，该行已向 33个棚户区改
造项目投放贷款 156.6亿元，帮助数十万户居民改善
了住房条件，同时还重点支持宁波模具产业园区项
目、奉化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和象山县大
目湾新城项目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加快培育了一批
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小城镇。截至8月末，农行宁波市
分行向城镇化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投放贷款 103.7
亿元。

今年以来，聚焦新型城镇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等乡村建设领域，农行宁波市分行细化支持未来乡
村建设综合金融服务方案，重点支持乡村风貌、交

通、治理等9方面未来乡村场景建设。

生活蒸蒸日上，助力打造幸福生活向往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使农业强、农村美，
更要让农民富起来。农行宁波市分行用好普惠政
策，帮助农户实现“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一方水土

“富养”一方人的美好愿景。
“捕鱼看天吃饭，修船要钱、买柴油要钱、付工资

要钱、如果想要购置船，资金压力更大了。”在宁波象
山县石浦镇许多“船老大”常常为筹措资金而犯愁。
为保障渔民顺利出海，1998 年，农行象山支行推出

“开渔启动资金贷款”，10 年间累计发放近亿元贷
款。2009年，在象山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农行开
始探索用渔船所有权证和捕捞证“两证合一”进行担
保，同时将贷款人参加渔业互保和渔业保险作为准
入条件之一，最大限度地降低渔民贷款风险。渔船
抵押贷款——“渔船贷”由此应运而生，最高放款额
度可达 50万元。随着渔船越造越大，农行贷款额度
同样“水涨船高”，授信额度上百万元的很是普遍。

最近 3年，农行象山支行为海洋产业提供 7.5亿元信
贷支持。

林俭国是石浦镇土生土长的渔民，已有 20多年
的捕鱼经验，原有两条使用了10多年的渔船。今年，
老林准备新购入一艘大马力的新船，预计购价要600
万元。眼看着开渔节越来越临近，还有部分资金没
落实到位，这让他十分焦虑。

农行象山支行发现，像老林这样的渔民想要购
买一艘大马力渔船，往往要承担大额资金压力，不仅
负担重，且每年周转压力大。有些渔民认为银行贷
款额度还不够，贷款期限还不够长，而选择民间渠道
融资，导致贷款成本更高了。为此，农行象山支行推
出了“农户中长期贷款”，该项贷款是“渔船贷”的升
级版，贷款期限从 1年延长至 5年，从原来到期还本
付息，调整为每月只需支付利息，到期归还本金，有
效降低了渔民民间高息融资的压力。

“没想到我们渔民用来吃饭的‘老家伙’也能拿
来贷款，而且一贷就能贷 5年，真的太便利了。”老林
获得220万元贷款后惊喜地说道。

在乡村振兴中，像老林一样的农户在金融支持
下，实现了“生意有声有色，生活有滋有味”，不仅老
一辈的农民走上了创业创富之路，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也选择回乡创业，实现游子与家乡的“双向奔
赴”。为解决农户融资贵、融资难问题，农行宁波市
分行还创新多户联保、“专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
业+农户”、农房抵押、林权抵押、大型农机具抵押、渔
船抵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等新型担保方式，
并与市农担公司、市融担公司、市渔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等开展合作，引入三方增信，形成支农合力。

近年来，农行宁波市分行充分利用“惠农 e贷”手
续简便、利率低、审批快的优势，不断完善丰富“惠农
e贷+”产品体系，推出了“葡萄贷”“化纤贷”“拖鞋贷”

“渔船贷”等一揽子金融服务，并创新推出“小微增信
贷”“小微车易贷”“渠道 e贷”“甬创贷”“甬贸贷”等更
多适应区域经济、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实际的特色产
品和小众金融产品，为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提供更坚
实的金融支撑，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同
芝麻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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