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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盐城中心支行及其县（市、区）支
行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引导辖内银行
机构千方百计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竭尽全力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本报今日开设专版，呈现金融机构落实政
策措施、创新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推动区域经济平
稳发展的生动实践，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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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粉英 蔡美玲

连日来，人民银行东台市支行吹响金融“集结号”，
通过四个“硬核”新举措，全力保障东台经济稳增长、促
发展，展现金融助力抗疫的“加速度”和“新温度”。

着眼疫情形势，搭建对接新机制。因势利导、因地
制宜，及时搭建疫情之下银企对接机制，3月份迅速制
定下发《“赋能‘三色’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普惠金融服
务百日行专项活动方案》，引导金融机构走园区、走企
业、走商圈，访实情、访需求、访问题，送服务、送产品、送
政策，努力实现以个性化、特色化的精准金融纾困措施，
助力企业渡过疫情下难关。截至3月末，累计走访企业
408家，新发放贷款15.36亿元。

着实纾困解难，出台激励新政策。先后制定了疫情
期间经济运行激励措施、2022年全国金融系统向实体
经济让利1万亿元政策落实方案、2022年金融机构重
点工作任务清单，引导辖内金融机构优化信贷审批流
程，实现快速受理、快速审批、快速放款；积极运用无还
本续贷、借新还旧、信贷重组、贷款展期、增加信用贷款
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保证企业信贷周转流畅。引导东
台农商银行积极运用转贷基金为企业续贷137笔，涉及
金额8.38亿元，惠及小微企业126家。推动辖内金融机
构积极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免
疫力”。据初步测算，一季度东台市金融机构为企业减
费让利4000多万元。

着力创新驱动，盘活抵押新资源。加快推动金融创
新项目落地，按下纾困解难“快进键”。出台《东台市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实施方
案》，快速协调解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办理不动
产抵押登记证书、土地出让金未缴纳、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评估、抵押担保中权益实现方式和途径等难题，推
动农业银行东台支行成功发放盐城地区首笔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1000万元，满足疫情
期间小微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保障企业正常生产。指
导江南农商行东台支行创新了抗疫抵押贷、抗疫助农贷
等产品，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

着重破解难题，深推线上新模式。引导辖内金融机
构运用“线上办贷、不见面办贷”业务模式，以“零接触”
线上金融服务满足客户的生活、经营等金融需求。联合
东台市司法局共同指导东台农商银行创新开办远程视
频公证办贷业务，破解客户因疫情影响无法现场办贷的
难题，已成功发放5笔，共计1370万元贷款。指导东台
农商银行强化线上服务保障，以“金东e贷2.0”等产品
为载体，制定非柜面借还款服务方案，引导客户通过线
上渠道和提前预约等形式办理业务。截至3月末，该行
线上贷款客户已达14769户、7.8亿元。引导兴业银行
东台支行使用线上融资系统，无接触申请授信、模型初
审、扫描件发起白名单以及线上落地用款等手续，一季
度新增投放6.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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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进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级行及县委、县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
人民银行建湖县支行切实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针对人民群众在疫情防
控中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完善金融服务、强化窗口指导，全力推动县域
经济平稳发展。

完善金融服务保安全。强化组织领导，把落实好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
服务经济作为当前重要任务，迅速部署落实疫情防控金融支持方案，提升
辖内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能力，并压实各级责任；督促辖内金融机构做好
日常防护措施，保障金融服务健康稳定运行；组织志愿者进入各街道做好
防疫宣传，提醒行人正确佩戴口罩，督促商户、企业执行防疫政策。

助力乡村振兴提成效。结合县域农业生产特点，以新型农业主体为抓
手，指导辖内金融机构为乡村经济提供优质服务，督促金融机构广泛设点、
创新产品、简化流程，满足农户春耕备耕需求。积极与县政府办、财政局等
部门对接，成立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提质增效领导小组，通过部门联动、机
制建设，推动建设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截至目前，已建成普惠金融服务
点115家。此外，以各金融机构基层网点及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为阵地，
开展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并通过服务点收集融资需求，挖掘潜在客户，为农
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鼓励辖内金融机构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
发展线上信贷产品。其中，建湖农商行创新推出“来丝E贷”“惠农E贷”

“先锋贷”等信贷产品，全方位、多层次满足农户春耕备耕信贷需求；引导金
融机构发挥多级金融服务体系优势，利用好便利政策，对春耕备耕农户做
到应授信尽授信。督促金融机构开通信贷业务绿色通道，优化信贷审批流
程，实现快速受理、快速审批、快速放款。

强化窗口指导稳发展。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
企业，要求辖内金融机构逐户梳理，制定跟踪服务方案，重点是对疫情防
控期间贷款到期企业的后续资金需求情况进行一户一策服务；要求不得
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切实做好展期或续贷工作，确保困难企业资金需
求。今年一季度，通过向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支农再贷款8000万元，引导
辖内金融机构积极向上级行争取信贷规模和额度，扩大中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力度，保持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截
至3月末，建湖县各项贷款余额555.19亿元，比年初增加60.16亿元，增
幅12.15%。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270.84亿元，比年初增加41.73亿元，
增幅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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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大丰支行 点燃“红色引擎” 激活发展动能

□陆玉梅 程玉杰

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大丰支行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动扛起责任担当，
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点燃“红色引擎”，激活发展动能，稳经济
促发展。

政策解读，传递“红色声音”。收集整
理文件、资料，统一组织编制政策汇编和金
融产品汇编，向地方党政领导、镇（街道、园
区）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以及企业推送，让
市场主体企业更快了解最新的纾困解难、
稳定经济增长的金融服务政策以及辖内各
银行推出的专属金融产品。

工行大丰支行的一名客户到网点准备
提前支取大额存单用于经营，该存单定期3
年、金额330万元，且存入已有一年，此时
取出将亏损较多利息。得知该情况后，工
行大丰支行网点主任主动上门对接，宣传

金融服务政策，安排专人提供精准服务，制
定了以该笔定期存单质押办理经营快贷的
方案。最终，仅用两天时间就顺利放款300
万元，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急，避免了利息
的损失。

实地走访，扬起“红色旗帜”。前往各
家商业银行了解信贷投放情况和帮助企业
纾困解难的情况，把脉问诊出良方，保证纾
困解难稳定经济增长的二十条政策意见的
落地见效。

江苏大洋精锻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
汽车、工程机械等精密冷温锻件的生产销
售企业，设备先进齐全，2015年被认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2016年被评为省级
技术中心。该企业目前已拥有41项实用
新型专利、36项发明公布专利和5项发明
授权，被认定为江苏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该企业虽然有领先的技术，但是在融资这
个问题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人民银行
大丰支行推动浙商银行盐城大丰支行从

知识产权、研发投入、团队实力、行业发展
等多种维度定量评价，向该企业提供了

“专精特新贷”2000万元的授信方案，担
保方式为信用。此方案得到了企业的认
可，并快速达成了合作意向。该笔业务从
接触企业到贷款审批完成仅用时20个工
作日。

出招见效，点燃“红色引擎”。认真履
行货币政策传导职责，督促引导辖内银行
机构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发展，为
经济增长“增氧输血”。截至3月末，大丰区
本外币贷款余额1060.12亿元。

近期，江苏盐城港供应链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一家主要进口大豆和谷物等农副产
品的企业困难明显增加。在人民银行大丰
支行指导下，农发行大丰支行提升站位、上
下联动、坚守合规，通过视频、微信等多渠
道与上级行沟通，成功为江苏盐城港供应
链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贸易融资授信5亿元，
有效地缓解了该企业的资金压力。

人民银行阜宁县支行 优化金融服务 支持农业生产

□夏鸿宁 胡伟龙

日前，人民银行阜宁县支行携手全县
金融机构，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抓紧、抓
早、抓实”疫情防控下农业生产的金融服务
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和金融支持农业生产
两手抓两手硬，不误农时不误春。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助力农业生产。
召开专题会议，围绕保障疫情下农资生产
运输、农业经营主体扩大再生产、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统筹安排各类资
源，全力做好金融服务工作，保障粮食以
及农副产品生产的信贷供给，确保不误农
时、不误农事。截至2月末，该县金融机构
涉农贷款余额 303.26 亿元，比年初净增
30.10亿元，增速超过各项贷款增速3.02
个百分点。其中，7.51亿元用于支持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2.12亿元贷款用于保障全
县粮食生产，有效满足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村土地整治以及“菜篮子”产品生产供
给的信贷需求。

同时，根据该县金融机构对农业生产
投入的情况摸排，落实好差别化存款准备
金政策，加大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近期拟
对辖内两家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支农再贷款
2亿元，满足其资金需求，要求两家机构加
大支农支小再贷款支持力度，将释放的资
金投入到春耕生产等“三农”领域。

开辟防疫绿色通道，金融服务提速增
效。针对农业生产贷款的“急、频、快”的需
求，引导辖内银行机构优化信贷管理机制，
推广“随借随还”贷款产品在涉农领域的应
用，人民银行阜宁县支行鼓励、指导辖内银
行机构在农业生产金融需求集中区域，采

取设立金融服务专门窗口、开通信贷业务
“绿色通道”等方式，简化贷款手续，优化办
理流程，减少人员接触，灵活办贷方式，优
先办理、限时办结春耕生产信贷业务。在
有条件的地区提供上门服务，进一步加快
业务办理速度。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支持
银行机构加大线上金融服务力度；鼓励银
行机构在网银、掌银开通农业生产专区；依
托电话银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引导涉农
主体更好地应用网银、掌银；积极开发运用
全流程线上融资产品，拓展涉农主体申请
贷款渠道，提高线上申贷客户响应效率。
江苏银行阜宁支行投放1.8亿元信贷资金，
用于支持该县高标准农田建设自建项目的
配套设施建设；阜宁农商行于年初起走访
客户，摸清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积极与县农
业农村局对接沟通，利用省联社网格化营
销平台开展走访工作，已摸排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1.52万户，
该行于3月份组织开展“金融助农”备耕行
动，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对存
在需求的客户即时对接、即时支持，投放涉
农贷款3101万元；阜宁民生村镇银行今年
以来继续加大金融服务营销力度，累计投
放春耕备耕相关贷款91户，贷款金额1537
万元，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加819.6万元，同
比增长54.78%。

创新涉农产品，“信用”“信贷”合力助
农。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组织
人员走进农村，开展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信用信息采集、信用评定工作，不断扩
大评级授信覆盖面，针对信用评定良好的
涉农主体加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和涉农信
贷投放力度，推进信用与信贷联动。加强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运用，完善内
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机制，合理确定春
耕生产贷款加点数。对于符合地方政府出
台的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或引入保险、担
保机制的贷款主体，要求金融机构综合考
量其信用状况，切实降低涉农贷款主体融
资成本。截至目前，法人金融机构涉农企
业和农户贷款利率同比下降平均20个基
点以上，与省农担合作的农保贷类产品，下
调产品利率，最低下降38.7BP；加强涉农金
融产品创新。人民银行阜宁县支行进一步
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要求全
县金融机构针对阜宁的农业特色，持续创
新产品，丰富产品链条。引导县域金融机
构先后开发出“苏农贷”“家庭农场”“农保
贷”“足值贷”等信贷产品。指导阜宁农商
行在全省首推畜禽活体抵押贷款“鑫农
贷”，初步解决了农村种植、养殖大户抵押
物不足的问题，目前正推动阜宁农商行尝
试以动产活体抵押在手的猪牛羊、鸡鸭鹅
等信贷抵押资产，申请专项支农再贷款；加
大涉农信用贷款支持力度。主要向县域内
种养等新型农业主体发放的经营性贷款，
个人最高授信额度200万元、企业最高授
信额度达1000万元，主要担保措施采用信
用方式，且利率较LPR上浮不超过100BP，
缓解了担保难题，降低了融资成本。截至3
月15日，家庭农场贷款用信164户、4297
万元，主要用于种植大户的春耕备耕。建
立“农担直通车”，积极与省联社申请优先
上线数据交换平台，实现业务数据实时交
互、保函电子化，提高核保效率，畅通融资
绿色通道，截至3月15日，阜宁农商行“农
保贷”类产品新增用信707户、24165万元。

人民银行射阳县支行 守好“主阵地” 画好“同心圆”

□陈芳 田丹丹

面对疫情，射阳县金融机构坚决落
实政府决策部署，闻令即动、迎难而上，
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以不间
断、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推动区域经济平
稳发展。

践行责任使命，凝聚金融力量。联合
射阳县地方金融监管局出台《关于进一步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工作的通
知》，要求县域银行、地方金融组织等金融
机构，在保障资金规模、降低资金成本、提
升金融服务质效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全
县银行积极行动，迅速落实，主动贡献金
融力量。

细化防疫措施，筑牢健康防线。要求
射阳县金融机构把网点厅堂作为疫情防控
重中之重和“头道关口”，要求各网点把好
入口关，对每一位进入厅堂的客户坚持执
行“扫码、测温、戴口罩”三项要求；持续做

好营业环境消杀，针对客户高频次接触的
物品，加大取款机等自助设备消毒频次。
同时，各家银行在大厅内设置好“一米线”，
并提醒有序排队、保持安全距离、佩戴好口
罩，筑牢健康安全防线。

保障资金供给，不抽贷断贷。鼓励辖
内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争取信贷资源，通
过适当提高信贷额度、给予利率优惠等加
大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对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
流运输、文化旅游、外资外贸等行业企业，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增配信贷业务人员，通
过线上、线下两种模式，走进社区、街道，

“以点带面”积极对接有贷款需求的小微企
业，推出“助力贷”“防疫贷”满足客户多样
化的需求。

利用政策资金，降低融资成本。鼓励
相关银行机构积极落实央行金融政策，用
好再贷款额度，为企业提供低利率贷款。
要求金融机构积极推广运用LPR利率定价

机制，促进企业借款综合利率水平持续走
低，做好向实体经济让利工作。今年以来，
为射阳农商行发放8000万元支农再贷款，
支持 174 户涉农企业，加权利率仅为
4.86%。统筹做好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
政策工具到期后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接续，
同时重点关注延期贷款、信用贷款的质量
情况，有效防控信贷风险。

解决抵押难问题，撬动信用贷款规
模。指导当地银行机构主动为疫情防控物
资生产企业、新型农业主体、制造业等企业
提供信贷支持，推出“小微信易贷”“中银智
贷”“人才贷”“苏农贷”以及“苏科贷”等产
品，满足不同企业需求，并持续增加首贷和
信用贷款发放。截至3月底，射阳县信用贷
款 余 额 为 361665.88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26.72%，2022年新增首贷户115户。引导
银行机构利用信保基金撬动信用贷款规
模，今年以来，新增授信 3笔，授信金额
1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