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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

福建农信：迈出高质量发展坚实步伐

党建引领 深学争优
赋能实体经济“有温度”

挖土、刨土、去土、装袋……在太子参丰收的季节，宁
德市柘荣县各村里，农户们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采挖工作，
到处呈现一派繁忙而有序的穰穰满家景象。

太子参收成之际，忙碌的不只有农户，还有为产业引
入金融“活水”和服务的金融助理。为了进一步促进产业发
展，柘荣联社认真贯彻省联社“党建+金融助理+多社融合”
战略工程，积极对接太子参优势产业集群和“一村一品”专
业村创建，扶持一系列“福”字号优质绿色农产品培育，大
力推广“福参贷”贷款产品，并联合县政府、太子参协会设
计了一款以太子参形象为背景的“太子参”贷记卡和普惠
卡，为相关产业客户提供专属服务，得到受众群体的一致
好评。2022 年以来，柘荣联社共发放太子参相关产业贷款
超 2个亿，切实助推太子参产业做强做优。

助力太子参产业发展，仅是福建农信坚持党建引领，
助力特色产业发展的一小部分。到八闽的村子里、企业里
走一走，这样金融活水浇灌特色产业的事例不胜枚举。

诏安联社积极响应“一县一品”贷动“闽”生专项行动，
将农业龙头企业福建省鸿颖水产有限公司作为重点扶持
对象，主动调整授信方案，制定“蚝快贷”授信、银保贷授信
等多种授信组合。云霄联社通过办理“无还本续贷+应收账
款质押双保障”方式，在解决漳州金漳福建材有限公司资
金周转困难障碍的同时，还处理了缺少质押物的难题，助
力企业稳岗稳企。福州农商银行则选择从借助金服云平台
及该行存量客户数据库入手，开辟专项受理渠道，建立意
向客户白名单，发动金融助理“访千企、进万户”……

中小微企业活，则社会经济活；中小
微企业兴，则社会经济兴。聚焦
中小微企业和基层群众
的金融需求特点，福
建 农 信 将 以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为
指 引 ，坚 守 支
农 支 小 主 责
主 业 ，坚 定
不移落实中
央 、省 委 省
政 府 关 于 支
持 实 体 经 济
的决策部署和
各 级 监 管 部 门
出台的政策工具，
深 入“ 党 建 +金 融 助
理 + 多 社 融 合 ”战 略 工
程，积极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加
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奋力打
造富强福建，从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出发，有力支持山区
农业企业、沿海制造业企业等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八闽经济
回 升 、向 好 发 展 提 供 金 融 方 式

“精准破题”。

有为农信 实干争效
跑出服务乡村振兴“加速度”

种植面积 1万多亩，年产商品苗 2300多万株，占全国年产值近 4.5亿
元，占全国 95%以上销售市场……一串串可观的数字论述着一个事实：在
龙岩市武平县东留镇，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福建十大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福建省名牌农产品的“武平富贵籽”已成为东留镇坐定农业强
镇、农业大镇的“定海神针”。全镇花卉产业发展热火朝天，一片欣欣向荣。

实际上，为东留夺得“中国富贵籽之乡”名号背后的众多“三农”企业
的生产经营也非一帆风顺。受疫情影响，近年来不少“三农”企业的发展踌
躇于“瓶颈”之坎，金融力量的及时“架桥”就显得尤为关键。福建省武平县
盛金花场信贷资金即将到期，面临迫在眉睫的窘境，东留信用社乡村振
兴金融指导员林传根深入基层，在实地了解情况后，主动为其办理无还

本续贷，减轻企业还贷压力。“信用社这 50万元续贷真是解了我的燃
眉之急啊，马上就到生产旺季了，要是资金跟不上，我都不知如

何是好了。”盛金花场负责人罗盛金发自肺腑地说道。

以普拓面，以惠泽民。福建农信始终坚持“支农支小”经营定位，不
忘“姓农姓小姓土”的服务初心，持续打好普惠牌，精准发力，帮扶农村
发展扛好肩上“金扁担”，聚焦“党政所需、农村所缺、农民所盼、农信所
能”，积极培育乡村振兴人才，以亮点纷呈的金融产品服务创新，谱写乡
村振兴新篇章：

寿宁联社“垄上行”金融助理以“背包银行”模式，主动与各网点、村
两委协作，逐一对接走访，摸清资金需求，为农户提供一揽子入户金融
服务，将银行柜台服务搬到百姓家中，推出五福系列产品“福果贷”，助
推“红美人”柑橘成为武曲镇特色水果产业和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聚
宝盆”。

与安溪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手工面线传统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丽珍结缘的安溪农商银

行，帮助丽珍将龙居手工面线上架到福农
e 购平台，在实地查看丽珍公司的生

产经营情况后，于龙魁食品工坊现
场受理贷款手续和资料。收到纾
困贷款时，丽珍给金融助理发
了微信：“很快、很暖，解了我
们的难题，我有信心，这项百
年技艺一定会走出山村、走
出安溪！”

一 座 座 民 宿 错 落 有 致 ，
万亩稻香蛙鸣阵阵。田间小道
里，陆续有游客漫步其中，感受

不同于喧嚣城市的安静。山美水
美 人 美 ，这 就 是 泉 州 德 化 县 国 宝

乡，一座远近闻名的文旅小镇。
风展红旗，党建“掌舵”蓄“动能”；山水

田园，文旅“带富”焕“新颜”。近年来，德化联社通
过政、银、企、农等各类市场主体联手，深深扎根乡土，有力诠释生动的金
融实践和乡村振兴市场共同体构建。

打造一条特色鲜明的红色旅游新线路，德化联社党委携手国宝乡
党委在南斗村开展“政银合作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党建共建活动；让农
村古厝变身“黄金屋”，德化联社积极融入佛岭村民宿群打造，为该地两
家新兴的网红民宿提供线上收单业务，配套各类便捷的金融服务，着力
增强民宿经营能力，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更高生活需求。

以特色农村要素为耕作“土壤”，以多级多基联动为“犁”，福建农信
促进农村消费升级，“贷”动美好生活的案例比比皆是。

武夷山农商银行兼施“红绿”两抓手，支持当地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一方面推进“旅游+三养（养生、养孕、养老）”理念，积极发展休闲养生、
健康养老等产业，另一方面以“红+绿+民俗”红色旅游为主题，深挖细
掘红色文化，打造红色旅游示范基地；惠安农信联社则另辟蹊径，携手
共青团惠安县委员会开展“青耕泉州”线上助农直播系列活动，助力惠
安本地农、副产品出村入城、产销对接，直播间上架近百种产品，销量超
万件、销售金额近 50万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福建农信秉承“为农服务”宗旨，创新提出

“乡村振兴市场共同体”理念，打造“共同富裕”新机制，积极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奋力打造活力福建，以金融力量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绘
就的宏伟蓝图增彩添色。

创新服务 敢为争先
“碳”路绿色发展“有深度”

“ 农 商 银 行 效 率 真 高 ，能 急 企 业 所 急 。”福 建 双 羿
竹 木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由 衷 感 叹 道 ，“ 从 贷 款 材 料

组 织 至 发 放 不 到 3 天 时 间 ，贷 款 利 率 还 极 为 优 惠 ，
简 直 是 为 我 们 的 生 产 送 上 了 无 抵 押 、低 成 本 的
‘ 及 时 雨 ’啊 ！”

作为一家以生产竹家居、竹餐厨用品等“以
竹代塑”产品的绿色工厂，获得“FSC-FM”世
界森林资源管理认证的福建双羿竹木
发展有限公司，是“以竹代塑”方
面的头部企业，并在 2020 年被
纳入福建省“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名单。
在 实 地 调 查 了 解 到 该

企 业 受 限 于 资 金 周 转 需 求
的 困 难 后 ，南 平 建 瓯 农 商 银

行业务部门第一时间配合相关
支行，一企一策，深化合作方案，针

对公司缺少传统抵质押物的情况主动
调整授信模式，在对企业报表数据进行
分析并开展充分的贷前调查的前提下，加
快了审批流程，用最快的速度向企业发放了
保证贷款 200 万元。

“不仅要让金融力量成为‘及时雨’，精准浇灌专
精特新企业资金缺口旱地，还要让充沛的金融活水涌入更
广阔的绿色八闽，润泽惠及更多的‘绿色偏旁’资源。”建瓯
农商银行负责人道。

为让绿水青山永远是八闽百姓的幸福和骄傲，福建
农信聚焦“绿色发展”，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在
被 誉 为 全 市 深 化 林 改“ 第 一 村 ”的 德 化 县 大 铭 乡 金 黄
村 ，德 化 联 社 积 极 践 行“ 两 山 ”理 论 ，厚 植 生 态 底 色 ，旨
在找准金融与林改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深入推进林权改
制 ，通 过 创 新“ 林 权 抵 押 贷 款 ”“ 林 权 收 益 权 质 押 贷
款 ”等 专 属 金 融 产 品 ，贯 穿 林 业 生 产 经 营 周 期 ，支
持林场改制合作社，助力完善林权流转机制，扶
持发展林下经济。

汇 聚 天 地 灵 气 ，彰 显 大 自 然 鬼 斧 神 工 ，
位 于 武 夷 山 市 的 武 夷 山 农 商 银 行 ，用 足 用
活 各 项 金 融 政 策 ，用 心 用 情 提 升 服 务 水
平 ，“ 因 地 制 宜 ”挖 掘 武 夷 山 茶 文 化 市 场 潜
力 ，结 合 茶 博 会 、印 象 大 红 袍 等 文 化 产 业 ，
累 计 支 持 茶 文 化 产 业 客 户 近 130 户 ，金 额 近
5200 万 元 。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福建农信将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紧跟深化林改要求，创建绿色银行，持
续推广“福林贷”，创新“排污贷”“低碳贷”“绿金卡”“绿
存 单 ”以 及 绿 色 支 付 等 绿 色 产 品 ，助 力 福 建 深 耕 绿 色 林
海，在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奋力打造美丽福建中展现
更大作为。

闽江烟火潮动，共富美好生活。下一步，福建农信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深刻领会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持续为农村消费升级提
质增效、夯实支农支小根基做足金融力量文章，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奋力
打造幸福福建添砖加瓦。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时代号角催人奋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新
时代新征程的宏伟蓝图，为做好经济金融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2023
年，是省联社“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新起点上，李卫民表
示，福建农信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首要政治任务，深学争优，争当理论武装的“优等生”；敢为争先，争当
敢拼会赢的“先行者”；实干争效，争当务求实效的“实干家”，努力在“深
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中走在前头，聚焦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打造“六个福建”重大任务，当好农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主力
军，从深化改革转型、聚焦主责
主业、加强精细管理、统筹发展
安全、补足精神之钙五个方面重
点工作着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福建篇章贡献农信力量。

▲ 惠安农信联社金融助理深
入企业了解金融需求情况。

▲ 惠安农信联社金融助理进
企业开展助农惠企直播。

发放德化县农
村产权交易社员
证、林票。

▲

▲ 安溪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手工面线“龙居面线”传
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丽珍正在进行串面环节制作。

泉州市深化林改第一村泉州市深化林改第一村““金黄村金黄村””

▲ 金融助力“红美人”枝头笑。

▲▲ 金融助理前往漳州金融助理前往漳州
金漳福建材有限公司金漳福建材有限公司
仓库调查贷款仓库调查贷款。。

▲ 柘荣县农信联社与柘荣县民宗局共同签订了推动民
族乡村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德化农信社
金融指导员指导农
民办理手续登记。

▲

▲▲ 金融助理走进淮山种植基地调查贷款情况。

（上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