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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工商银行洛阳分行全面优化科
技金融“五专”服务体系，畅通服务渠道，
完善综合服务，着力构建“线上+线下”一
体化产品和服务体系，加速提升科技金融
服务质效。

做好科创企业全周期服务。该行制
订实施《科创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围
绕科创企业成长周期各阶段金融需求，提
供全过程综合金融服务；为初创期的科技
企业提供个人和结算类服务，为具备市场
前景、已取得订单的初创型企业提供“知
识产权贷”等小额贷款支持，为成长期科

技企业提供科创信用贷款和“专精特新
贷”“创新积分贷”等产品，为成熟期科技
企业提供中长期运营资金支持，并积极提
供并购贷款，做好投贷联动。

加强各类政策资源倾斜。该行结合
科 创 企 业 自 身 特 点 ，优 化 评 级 授 信 模
型，为重点科创企业提供“科技贷”“专
精特新贷”“数字供应链”等产品，开辟
绿色审批通道，提高服务效率，有效解
决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自
贸区洛阳片区设立服务网点，从机构设
置、人员配备、业务管理等方面开展创

新 试 点 工 作 ，丰 富 产 品 体 系 和 服 务 手
段，打造科创金融“桥头堡”，提升科技
金融服务能力。

对接走访开展精准服务。该行对科
创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扎实开展走访对
接活动，不断扩大科技金融服务覆盖面，
及时提供战略新兴产业贷款，加大支持力
度。截至 2024 年 3 月末，该行科技型企
业贷款余额 44.3 亿元，“专精特新”企业
贷款余额 6 亿元。

抓好科技金融产品创新。该行运用
大数据及互联网技术，为科技型企业提供

基于交易、资产、纳税、信用等方面信息的
纯信用贷款，如“经营快贷”“税务贷”“国
担快贷”“专精特新贷”等。其中，“专精特
新贷”可采用纯信用模式，贷款额度最高
可达 1000 万元，有效解决“专精特新”企
业、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数字供应链融
资业务以应用场景和交易数据为基础，帮
助为行业龙头企业提供配套生产的科技
型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截至目前，该行累
计为数字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超过 26
亿元的融资支持。

（工行宣）

“你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建生态、搭场
景、推产品，涉农贷款扩面上量，‘裕农通’提
质增效，金融工作业绩突出……”日前，建
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发来贺信，对建设银行
洛阳分行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取得的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

多年来，建设银行洛阳分行主动扛牢
国有大行政治担当，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建
立专业服务团队，创新涉农金融产品，搭建

“裕农通”综合服务平台，以金融活水助力
乡村振兴。

建强服务团队，提升服务能力。该行
紧扣新时代“三农”客户新需求，开展“金融
助力农业高质高效”“金融助力农村宜居宜
业”“金融助力农民富裕富足”三大行动，组
建乡金专员团队，配强县域支行乡金专员，
通过“周例会+重点业务现场培训会”、跟岗
学习、跨行交流等方式提升乡金专员和青
年服务骨干的业务素质，努力推广应用新
型服务模式；优化现有“裕农通”服务点，充
分发挥广大“裕农通”服务点工作人员的

“乡村领路人”作用，建立交流微信群，开展

“裕农纳福”等专项活动和服务点评优活
动，积极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逐步形成懂“三农”、
懂业务、有情怀、能吃苦、爱钻研、善创新的
乡村振兴专业团队。

聚焦农户需求，迅速行动解忧。该行
探索采用“裕农通+联通”“裕农通+供销合
作社”等模式，发挥“裕农通”与合作方双方
品牌优势，扩大品牌知名度，丰富合作场
景，提升合作实效；积极推广“豫建农担贷”
业务，多管齐下引导乡金专员全面了解农

户基本情况、经营情况、负债情况和偿还能
力，及时整理客户资料，优化服务流程，压
缩业务办理时间，2023年全年共组织“豫建
农担贷”会商会议 36 次，受理客户 416户。
截至2023年年底，该行“豫建农担贷”贷款
余额为6067.94万元。此外，该行还结合特
色产业项目金融需求，推动“富农产业贷”快
速扩面上量，2023年全年共审核提交“富农
产业贷”213 批次 778 户。截至 2023 年年
底，该行“富农产业贷”贷款余额为 9223.6
万元，助力特色产业项目蓬勃发展。（建宣）

建设银行洛阳分行：建立专业服务团队 精准赋能乡村振兴

工行工行 温度 工商银行洛阳分行：

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 4月21日，第五届问鼎中原自行车骑游大
会新安站举行。新安农商银行组织机关工作人
员及仓头支行、正村支行员工参与赛事保障，以
优质服务展现新安农商银行良好形象。

赛前该行主动与主办方联系，制作宣传横
幅，设立志愿服务站，安排10 余名志愿者为参
赛选手和工作人员免费提供新安农商银行定制
的饮用水、抽纸等，全力做好赛事后勤保障。

活动期间，新安农商银行的众多志愿者依
托志愿服务站为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提供周到
服务，在开幕式现场和赛道两旁为参赛选手和
工作人员送上清冽甘甜的饮用水，同时为参赛
选手加油鼓劲、呐喊助威；向参赛选手及广大群
众介绍新安农商银行的存贷款产品和手机银行
等，热心解答群众咨询；主动清理开幕式现场遗
留的饮料瓶、纸屑等，获得群众广泛好评，提升
了新安农商银行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

未来，该行将秉承服务“三农”宗旨，坚持支
农支小支微战略定位，立足县域、服务城乡，持
续参与公益事业，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方
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公
益事业贡献农商力量。 （邵富伟）

新安农商银行积极做好
第五届问鼎中原自行车骑游
大会新安站各项服务工作

全力保障后勤
展现农商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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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洛阳金融发布公众号遇到问题我帮您
扫二维码，关注洛阳金融发

布公众号，如果您在金融消费中

遇到问题，请告诉我们，我们会积

极联系专家和相关部门帮您解决

问题，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4月22日，走进孟津区白鹤镇铁谢村
汉陵羊肚菌种植基地，只见一排排标准
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列，大棚内一朵朵鲜
嫩的羊肚菌壮硕饱满，长势喜人。进入
大棚，菌香混合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
基地负责人马登娴熟地将成熟的羊肚菌
采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小篮中，等待商
贩前来收购。

马登介绍，他的羊肚菌种植基地占地
10 亩 ，建 有 高 标 准 钢 结 构 温 室 大 棚
8座，每年11月开始下种，来年3月就可
采收，采收的新鲜羊肚菌大部分由商贩收
购，一小部分将被烘干制成干品销售。羊
肚菌全部收获后还可以种植其他蔬菜，大
棚全年不闲置，效益很好，这也带动了周边
群众就业，促进他们增收致富。

“羊肚菌很娇嫩，受温度和杂菌影响
大，一不留神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对待羊
肚菌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
细心管理，体会它的感受，了解它的需求，
根据它的特性进行呵护和关怀，这样才能
高产。”马登说，“羊肚菌设施化栽培是规
避风险、提高产量的关键条件，有了好的
设施，你就成功了一半……”

同样，在平乐镇象庄村，在由河南菌亿
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办的羊肚菌产业园
区大棚和林下羊肚菌种植大棚内，满地娇

嫩饱满的羊肚菌令人震撼。技术人员正在
小心翼翼地采收羊肚菌。羊肚菌种植不
仅激活了该村产业发展动力，提升了林下
经济的竞争力，而且让村民在农闲时节

“忙起来”，在家门口就能装满“钱袋子”。
象庄村党支部书记冯林波介绍，

2021年村里引入河南菌亿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按照“党支部+专业公司+特色产
业+种植农户+技术服务”的模式，统一提
供优良羊肚菌菌种，免费提供技术指导，
不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引导当地群众发展
特色羊肚菌高效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实
现农民增收，目前已带动村里和周边群众
发展羊肚菌种植大棚1000多座。

据了解，羊肚菌是一种冬种春收的食
用菌，具有长达3个月的收获期，因其味
道鲜美、嫩脆可口、营养丰富，备受市场青
睐。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情算，种植羊肚菌
每亩收益在5万元以上，除掉成本后可以
为村民带来4 万元收入。羊肚菌种植大
棚在6月以后就进入闲置期，村民还会种
植甜瓜、蔬菜等，创新轮作模式，做到一田
多用、一田多产，实现特色种植和产业发
展“两不误”。

赤松茸营养丰富、香味浓郁，有“素中
之荤”的美誉，是人们餐桌上的新宠。送
庄镇清河村引入赤松茸种植龙头企业河

南鲜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着力打造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现代化日光温室赤松
茸大棚5座，采用“草菇、瓜果蔬菜轮作”和

“鲜食玉米、赤松茸套作”等生态农业种植
技术模式，注册了“赤小茸”等商标，开发出
鲜品、干品、腌制品，积极抢占国内市场。

同时，该公司还积极探索创新“互联
网＋珍稀食用菌＋特色蔬菜”订单农业新
模式，与美团优选、上海海底捞、郑州巴奴
火锅签订配送合同，建立营销服务团队，
形成了“科学化生产、现代化仓储、专业化
分拣、高效化配送”的运营模式。目前，清
河村产业园区已辐射带动100多户村民
增收，年产值超过5000万元。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近年
来，朝阳镇瓦店村立足资源禀赋，采取“支
部+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积极探索特
色产业发展道路，引导农户科学发展香菇
产业，以小香菇为抓手促进产业兴旺、乡
村振兴。目前，该村已带动周边群众建设
袋料香菇种植大棚60多座，年种植香菇
近80万袋，收益500多万元，小香菇成为
村民的“致富伞”。

羊肚菌、赤松茸、猴头菇、香菇等种植
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也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找到了一个个新亮点，
撑起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伞”。看到食

用菌种植带来的良好经济效益，如今，当
地不少群众和种植大户已经开始在河南
菌亿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鲜达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洛阳农发科技有限公司等
龙头企业的推广和技术支撑下，尝试自己
种植食用菌。

近年来，孟津区不断健全完善“龙头
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做大食用
菌特色农业产业，给予产业扶持项目、资
金等支持，为食用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将食用菌产业打造成群众致富增收的
新支柱。全区形成了以白鹤镇汉陵羊肚
菌种植基地、平乐镇象庄羊肚菌种植基
地、送庄镇农发科技羊肚菌种植基地、送
庄镇清河赤松茸种植基地、朝阳镇瓦店香
菇种植基地、白鹤镇柿林蘑菇种植基地、
常袋镇潘庄蘑菇种植基地等为重点的食
用菌特色产业基地群。

未来，孟津区将始终把食用菌产业作
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突破口，进一步做
大规模、做亮品牌、做强龙头，实现产业规
模“从小到大”、发展水平“从量到质”、带
农益农能力“从弱到强”、产业链条“从短
到长”的跨越，建立健全从田间到舌尖的
全产业链体系，全力打造食用菌产业发展
高地，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郑占波 马绍磊）

孟津区培育特色产业，拓展发展空间

食用菌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

最美四月，牡丹正盛。日前，孟津
区人社局组织参加汉服美妆美容师培
训的30多名学员到平乐镇开展“一学一
技能 一花一牡丹”汉服妆造研学活动。

学员们身着汉服走进中国平乐牡
丹画创意园区，在讲解员的引导下了
解牡丹画的历史、文化和发展历程，感
受画中的牡丹之美；在展厅中观摩牡
丹画老师用传统技艺现场作画，感受
牡丹“盛开”纸上的惊艳；在写生基地
欣赏雍容华贵的牡丹，感受牡丹画与
牡丹花的不同，领略牡丹与中国绘画
结合之美。 郑占波 摄

赏“牡丹”学技能

今年 4 月 26 日是第 24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围
绕“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22 日
上午，孟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委宣传部在区中心
文化广场举办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仪式及现场宣
传活动。

活动通过悬挂标语、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现场咨询等方式，向广大市民宣传专利申请、商标
注册等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累计发放惠企知识产权政
策、商标和专利知识科普、助企纾困政策措施等相关宣
传资料1500余份，面对面向群众宣传知识产权法律法
规，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郑占波 徐冰洁 摄

开展宣传活动 保护知识产权

近日，孟津区关工委法治教育工作团到区职教中
心举办法治讲座暨普法图片展览。

法治教育工作团围绕为谁学习、防止校园欺凌等
主题，结合近期学校的实际情况，以案说法，给150名师
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温书伟 李凯斌 摄

校园普法 护航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