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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孟津农商银行聚焦小微企业金
融需求，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截至3月末，
各项贷款余额达67.54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占比达74.32%，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强化制度保障，激发服务热情。该行完善
制度机制，出台客户经理尽职免责管理办法，
为服务人员开展小微企业授信业务受理、审查
审批、放款操作、贷后管理等工作提供了制度
保障，有效激发员工的服务热情。

加大信贷力度，降低融资成本。该行加大
信贷投放力度，持续提升小微企业融资可得
性；建立完善信用贷款科学评审机制，积极创
新贷款产品，推出“农担贷”等贷款产品，切实
降低小微企业贷款“门槛”，有效缓解小微企业
抵押难问题；围绕企业实际资金需求推出线上
办贷、自助贷款、循环贷款等服务，深化银税互
动，解决企业贷款准入、担保难题，满足企业个
性化融资需求；对于贷款到期仍有资金需求的
企业，积极使用“金燕连续贷”“金燕帮扶贷”等
无还本续贷产品予以续贷支持，提升金融服务
质效。

防范金融风险，筑牢安全屏障。该行始终
将防范金融风险放在首位，优化利率定价机
制，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下调小微企
业贷款利率，针对不同的小微企业推出差异化
贷款利率；严格执行监管政策，规范服务收费
行为，认真落实关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收费的
各项政策，严格落实“七不准”“四公开”要求，
杜绝向小微企业收取不合理费用，切实减轻企
业负担。

孟津农商银行将继续坚守服务地方、服务
小微企业的初心，不断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模
式，提升服务质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
献农商力量。 （李晓改）

孟津农商银行：

倾心服务助小微
金融支持再升级

工行工行 温度

近日，工商银行洛阳分行积极响应洛
阳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和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洛阳监管分局、洛阳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支持“白名单”房地产项目的号
召，在相关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下，成功投放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贷款5000万元，解了

相关房企的燃眉之急。
今年以来，该行高度重视房地产融

资协调机制相关工作，第一时间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明确各条线职能，确保在依
法合规、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积极跟进
全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推送的“白名

单”房地产项目，及时与相关企业对接沟
通，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清项目情况，
有针对性地出台融资方案，为企业提供
可靠金融支持。

下一步，工商银行洛阳分行将始终坚
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履行

国有银行的社会责任，进一步总结经验、优
化流程，为“白名单”房地产项目提供信贷支
持，在符合协调机制相关条件的情况下精
准满足不同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以工行
担当助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工行宣）

工商银行洛阳分行成功投放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贷款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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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农商银行积极贯彻落实上级部
署，坚守“三农”主阵地，将“整村授信”作
为深化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加强政银联动，坚持多点发力、走村入
户，切实解决群众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不
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传递普惠金融
温度。

政银联动聚合力，“整村授信”助振兴。
今年以来，该行服务人员积极行动，与11
个乡镇的政府部门密切沟通，宣传“整村
授信”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的意义；与30余
个行政村对接，向村干部和广大群众讲解

“整村授信”的优点，共采集 4800 余户农
户信息。

金融顾问送贷忙，周到服务惠农户。
从今年4月起，该行服务人员每周二入村
召开惠农兴农座谈会，将“整村授信”作为

服务重点，积极向村党支部书记、致富带
头人、种植养殖大户、优质企业代表等宣
传信贷产品；确定 16 名信贷机构负责人
为金融顾问，主动对接乡镇、行政村，累计
开展进村宣讲 58 次，通过“整村授信”将
金融服务送到农户家门口，将信贷资金送
到群众手中。

以点带面开新局，网格服务促发展。
该行以新安县餐饮协会为试点，打开城区
网格化授信工作新局面，以网络金融业务
带动结算和授信业务发展；不断扩大授信
范围，织密服务网络，有效解决广大商户、
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加大信贷投放力
度，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有效发
挥乡村金融主力军作用。（邵富伟 韩莹）

新安农商银行：

政银联动搭平台 织密普惠服务网
今年以来，洛阳农商银行自贸区科技

支行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教育的部署，聚焦重点场景，因地制宜
完善宣传方案，积极组织服务人员开展防
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努力从源头防
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提升社会公众防范
意识和能力。

抓好阵地宣传，营造浓厚氛围。该支
行利用网点多、覆盖面广的优势，开展特
色宣传，利用网点 LED 屏、电视滚动播放
警示宣传语及宣传片，发放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彩页及手册，摆放宣传展板，并组织
员工通过微沙龙、知识问答等形式向前来
办理业务的客户宣传防范非法集资相关
知识、揭示非法集资危害，帮助他们及时
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保护自身权益。

聚焦重点区域，延伸宣传触角。该支

行组织员工深入网点周边社区，通过一对
一发放宣传单页、在社区公告栏张贴海报
等形式，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的特征、表
现形式、常见手段、危害，以及新型非法
集资典型案例，提升居民防范意识和能
力；教育引导公众购买正规的金融产品，
通过合法渠道投资，避免掉进非法集资
陷阱。

加强员工教育，完善制度机制。该支行
将防范非法集资教育纳入日常合规管理范
围，持续开展员工培训，加大对支行干部职
工的警示教育力度；完善制度机制，加强
服务人员思想教育、警示教育，引导其牢
固树立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的意识，
督促其自觉远离、坚决抵制、主动举报非
法集资行为，守牢金融安全防线。

（詹绿莹）

洛阳农商银行自贸区科技支行：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切实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来
到‘大谷优选’电商助农直播间。我是主
播甜甜。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
是我们寇店镇本土优选种植的小米，吃
起来软糯香甜……”

近日，在伊滨区寇店镇孙窑社区电
商助农直播基地，孙甜甜正在屏幕前
热情地向网友们介绍寇店小米。直
播中，生动有趣的文案、黄嫩新鲜的小
米，吸引了众多网友围观点赞，纷纷下单
购买。

“儿子今年刚上小学，我不方便到外
面工作，刚好助农直播间开始运营，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就业机会。”孙甜甜说，她
今年 28 岁，从小就生活在孙窑社区，是
一位年轻的宝妈。

今年，孙窑社区积极谋划产业发展
新路径，采用“公司+合作社”模式，与该
社区在外乡贤孙亚鹏合作成立洛阳市田
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展电商产业，孵
化直播团队，既为居民提供售卖农产品
的电商平台，又从社区招聘培训主播，为
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目前，我们团队有5名主播、3名运
营人员，眼下正在招兵买马，主要开展特
色农产品直播带货，我们的目标是将来
打造一个功能完善、特色突出、带动力强
的电商助农直播基地。”孙亚鹏说。

孙窑社区电商助农直播基地的特色
农产品包括寇店小米、马寨蜜薯等，主要
的任务是充分挖掘这些产品的附加值，
拓宽其销售渠道。目前，他们的助农直
播间已形成“大谷优选”和“大谷臻选”两

个品牌，预计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500 万
元，助力孙窑社区集体增收30万元。

“直播带货是时下极具人气的销售
方式，不仅能拓宽农产品销路、促进群众
就业，还能让更多人了解伊滨，让伊滨

‘链接’到更多商机。”伊滨区农业部门相
关负责人说。

目前，寇店镇的助农直播间“崭露
头角”，效果不错，将来能为其他乡镇
提供示范和经验。未来，这一形式将
从寇店镇辐射到整个伊滨区，助力更多
社区、村庄整合更多产品资源，深入挖
掘产品优势，把品牌做优做强，持续做
强助农平台经济。同时，伊滨区将积极
推进电商直播培训、主播孵化等新业态
和新模式，以电商产业带动全镇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为助力乡村振兴、壮
大社区集体经济、帮助群众增收探索有
效路径。

“希望一根网线能为群众‘牵’来更多
的真金白银。”寇店镇副镇长刘少凡说。

洛报融媒记者 赵硕 通讯员 任费
伊 文/图

一根网线“牵”来真金白银

眼下，汝阳县十八盘乡600余亩金银花迎来
采摘黄金期，种植户抢抓有利时机进行采收。

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快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因地制宜发展金银花特色种植，

不仅增加了村级集体收入，还拓宽了
群众增收渠道。

洛 报 融 媒 记 者 李 卫
超 通讯员 李泽鹏 摄

采收、分拣、装箱、打包、装车……昨日上午，洛
龙区佃庄镇大郎庙社区，田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劳
动景象。

记者在现场看到，伴随着马铃薯收割机来回穿梭，
一颗颗个大饱满的马铃薯从泥土里翻滚出来，村民紧
跟其后，手脚麻利地捡拾，随即装入打包箱，转运至地
头的货车上。

“这批新鲜的马铃薯将连夜运到北京。”在田间
指导采收的洛龙区农业综合发展中心农艺师李建有
喜上眉梢，“品质好、价格高，供不应求，不出地里就卖
完了。”

佃庄镇素有种植马铃薯的传统，但以散户种植为
主，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李建有
说，为做大做强佃庄马铃薯种植特色产业，去年，在区
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下，佃庄镇以调整农业结构为抓
手，通过“市场+农户”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因地
制宜连片发展马铃薯种植特色产业。

马铃薯既是粮食作物，又是高效经济作物，在确
保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着双重功能，对
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产业振兴有重要
作用。

目前，佃庄镇集中连片种植马铃薯面积近 2000
亩，涉及东大郊、相公庄、牛王庙和大郎庙等乡村，带
动农户 400 余户、种植大户 30 多个。眼下马铃薯陆
续成熟，结合今年的产量和市场行情，每亩净收益在
4000元左右。“去年行情最好时，亩均净收益超过了1
万元。”

“马铃薯采收结束后，村民还将种植鲜食玉米，通
过轮作种植进一步增加土地产出效益，真正实现土地
增效、农民增收。”李建有说，一颗小土豆正书写着佃庄
乡村振兴“大文章”。

洛报融媒记者 郭学锋 通讯员 张俊望 秦静怡

小土豆书写乡村振兴
“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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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开采摘忙

20 日，在上海市南京西路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
大厅内，来自孟津区送庄镇的芍药鲜切花备受追
捧，现场 1.3 万余支芍药将整个大厅装扮成了花的
海洋。

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代男女交往时常以
芍药互赠。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芍药来表达爱
意。近年来，送庄镇大力发展芍药鲜切花产业，积极打
造以花卉为主题的农文旅融合项目——爱洛农场。

“发展芍药鲜切花必须走出去。”送庄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镇积极联动上海当地运营商，在活动现场开
辟出专门区域举办“520芍药花展”。花展所用芍药主
要有粉、白两个色系，涵盖种生粉、雪原红星、莎拉、蓝
富士、杨妃出浴、公爵夫人等多个品种。

“粉粉嫩嫩，芍药太好看了。”“这么美的场景，必
须拍照打卡。”活动现场，美丽的芍药吸引了众多人
的目光。

送庄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联动上海当地
花店，同时开辟网上销售渠道，助力送庄镇芍药更好地
走出洛阳拓展市场。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孟津芍药上海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