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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农业生产安
全乃新春开局头等大事。

金 融 “ 活 水 ” 源 源 不 断 流
入“三农”领域，离不开政策的引
导支持。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泰安监管分局积极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部署，引导全市银行业聚
焦农业农村重点领域，稳步加大信
贷资金投入，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
效，有效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工作。

春耕时节，繁忙的不仅是农
民，还有无数深入农村的涉农金融
机构工作人员。他们用不停地奔走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

更 多 金 融 服 务 进 村 、 入 户 、 到
田，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稳定性。

在春耕备耕农忙时节，我市银
行业、保险业加大对春耕春种的金
融支持，全力为春耕备耕保驾护
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泰安监
管分局督促指导全市银行业、保险
业加大金融支农、惠农力度，强化
信贷投放，开通绿色通道，简化贷
款 审 批 流 程 ， 提 升 金 融 服 务 水
平，全力做好 2024 年春耕备耕护
航工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泰
安监管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产
品创新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泰安监管分局积极引导全市银行
机 构 创 新 金 融 产 品 ， 支 持 “ 三
农”领域产品体系，持续为农业生
产注入金融“活水”；同时，聚焦重
点领域，指导全市银行机构聚焦种
粮大户、农机农资供应、粮食加工
流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
域，突出抓好春耕备耕金融支持。

农时不等人，春耕期间，金融
服 务 在 不 断 拓 展 服 务 半 径 的 同
时，还要努力提升响应速度。为了
更好满足短、频、急的春耕备耕资
金需求，各地金融机构纷纷加快涉
农 贷 款 投 放 。 在 各 项 政 策 支 持
下 ， 金 融 “ 活 水 ” 源 源 不 断 流

入“三农”领域。据国家金融监督
管 理 总 局 泰 安 监 管 分 局 初 步 统
计，今年以来，全市主要涉农银行
机构累计发放春耕备耕类贷款39.69
亿元，同比增加 79.27%；截至目
前，春耕备耕类贷款余额 14.18 亿
元，同比增加 29.62%，惠及农户
2876户。

做好春耕备耕工作，是粮食丰
收的重要前提。春耕是检验金融服
务“三农”能力的一场大考，我市
各级金融机构将积极创新产品和服
务供给，深化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
的能力，为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稳定性贡献更多金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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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担办事处工作人员为农户解释相关政策要求。

“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阳
春三月，在明媚的春光里，春管、春
耕、春种进入了繁忙阶段，泰汶大地
上，正徐徐展开美丽动人的“春耕画
卷”。为购买种子、化肥、农机提供
支持，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产业
链建设助力……在春耕繁忙中，一
场场金融“春雨”滋养春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农
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
务体系。今年开春后，我市各级金
融机构配合春耕的节奏和步伐，创
新产品、优化服务，将更多金融资
源配置到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为好收成打下好基础。

优化服务，让更多金融活水触达“最后一公里”

金融支持春耕备耕，要顺应农
时、提早发力。春耕生产有序开展，泰
安银行提前组建金融服务小队，让更
多金融活水触达“最后一公里”。

“资金是我的一块心病，没有
钱，很多活儿根本没法干。”郑先生
是东平县戴庙镇远近闻名的种植大
户，凭着多年的辛勤劳作，郑先生
经营种植的大棚规模日益扩大。目
前，郑先生承包着19公顷土地，经
营种植15个大棚，分别种植大头菜

和西兰花等经济作物。可最近手头
流动资金缺乏，原有的老旧大棚得
不到及时维修和养护，让郑先生犯
了愁。

泰安银行东平戴庙支行了解到
客户难处后，第一时间组织客户经理
联系郑先生，为其制定出专属贷款方
案，郑先生很快就获得了20万元的贷
款，而且享受了利率补贴，极大降低
了资金成本。同时，泰安银行高效的
审批、专业的服务给郑先生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手续简单，放款很快。别
小看这笔贷款，它使我原有的大棚得
到了及时维修和养护，避免了经济损
失。”郑先生拿到贷款后开心地说。

春暖花开，正值农时，泰安银
行积极支持春耕备耕，针对春耕备
播“农时短、需求急”的特点，抢
先抓早，提前部署各项工作，优化
资源配置，持续提升服务质效，为
春耕备播保驾护航。截至目前，泰
安银行累计投放春耕备耕贷款超

4400万元，惠及农户30余户。
近年来，泰安银行为满足春耕多

元化的金融需求，更好地服务农户经
营主体，解决农户担保难、抵押难的
问题，不断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产品
体系，结合所在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和
优势地域农产品，围绕大豆、蔬菜、果
业、畜产品、水产品等优势特色产
业，针对农户生产经营特点，量身定
制特色金融产品，目前涉农产品已达
10余种。

“ 您 的 账 户 已 到 款 300 万
元。”接到手机银行推送的短信，肥
城市丰益合作社负责人安军把短信
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不停念叨
着“不可思议”。

不怪安军吃惊，在农村，个人
贷款 300 万元是了不得的大事，跑
上几个月都是常态。而他的这笔贷
款，从在网上提出融资申请到收到
款项，仅花费几天的时间。安军所
负 责 的 粮 食 合 作 社 占 地 34.9 公
顷 ， 最 近 几 年 ， 合 作 社 转 型 升
级，资金缺口比较大。“‘鲁担惠农
贷’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这笔资金由山东省农业发展信
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减
免了担保费。以前在银行机构贷款
100万元，1年的利息就是6万元至
7 万元。而如今通过‘惠农贷’，同
样的贷款数额，利息1年只有2万元
至3万元。像我这个贷款数额，1年
就省了十几万元。”安军说。有了充
足的资金支持，安军对未来充满
信心。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小
农经济到合作社规模化经营，新型
经营主体已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
主力军。但是，农业主体普遍存在

的轻资产、缺抵押、信用记录不完
善等问题，导致金融机构对涉农业
务的内在积极性不高。个别金融机
构有心开拓农村市场，也受困于手
段少、风险高、成本高等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由山东省农业
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推动
的“农政银担”合作模式，带着支
农、惠农的使命应运而生。“通过在
农户、政府、银行和担保机构间实
现 信 息 互 通 、风 险 共 担 、利 益 共
享、合作共赢，结成了乡村振兴金
融支农共同体。”山东省农业发展
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泰安市管

理中心肥城办事处业务副经理朱
凯 告 诉 记 者 ，针 对 农 户 的 不 同 需
求，该公司产品在“鲁担惠农贷”基
础 上 做 了 细 分 ，有 针 对 农 户 贷 款
的“农耕贷”，有针对村集体贷款
的“强村贷”等，推动由农户“贷款
难”向担保“省心力”、由传统“送资
金”向服务“全链条”、由放款“靠腿
跑”向全程“掌上办”转变。截至今
年 2 月 ，肥 城 市 累 计 担 保 5491
户，金额 27.47 亿元，占我市累保的
25%，在保农户 1146 户，金额 6 亿
元，累保、新增及在保额均居全市
首位。

协同发力，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

推行“农政银担”模式，农户“贷款难”向担保“省心力”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