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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6日，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挂牌成立，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

行、农村商业银行)行使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六年多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在各级各有关方面的指导支持下，省联社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积极贯彻落

实国家经济金融政策，明确争创一流金融机构的奋斗目标，坚持“稳健经营、稳步发

展”，确立“面向三农、面向社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县域经济”的市场定位，坚持服

务跟着农民走，围着市场转，科学调整信贷结构，突出信贷支持重点，积极建设信贷营销

网络，努力推进农村和社区金融服务全覆盖，大力支持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较好地

发挥了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在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各项业务实现了新跨越。

目前，全省农村信用社共有机构网点5298家，从业人员6 . 5万人，是全省营业网点和从业人

员最多、服务范围最广、资金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功能地方金融机构。

“深化改革给山东农信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这是山东农信社发展史上改

革力度最大、业务发展最快、经营效益最好的时期；是全省农信社广大员工自信心空前增

强、荣誉感空前提升、工作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全省农信社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局

面，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地位，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员工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骄傲和自豪！”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党委书记宋文瑄如此评价改革给山

东农信社带来的成效和变化。

让我们截取山东农信社在“十一五”的收官之年——— 2010年以服务“三农”促改革发展的

做法，从中见证省联社成立以来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 经营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10年末，全省农村信用社总资产达8095亿元，比年初

增加1245亿元，增长18 . 2%；各项存款余额6839亿元，比年初增加1078亿元，新增额首次突

破千亿元大关，增长18 . 7%；各项贷款余额5110亿元，比年初增加717亿元，增长16 . 3%，实
际新增945亿元，创历史新高。

——— 经营效益快速提高。全年实现各项收入454亿元，同比增长15%；实现经营利润182
亿元、账面利润67亿元，分别增长38 . 5%和12 . 8%。全年缴纳各项税金33 . 7亿元，社会贡献度
进一步提高。

——— 风险抵御能力显著增强。全省统算资本充足率达8 . 18%，比年初提高3 . 11个百分
点，达到商业银行标准；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达106%，提高52个百分点。

——— 改革取得新进展。15家机构启动银行化改革，4家农村商业银行和2家农村合作银
行挂牌开业，年末全省银行类机构达26家，数量居全国前列。积极支持创立村镇银行等新
型机构，寿光设立的天津东丽村镇银行顺利开业。

——— 市场拓展取得新业绩。成功发行统一品牌银行卡—“泰山卡”，创建“富民”理
财品牌；全年发行银行卡391万张，同比增长34 . 7%，发行各类理财产品69期、76 . 3亿元。全
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9 . 98亿元，同比增长11 . 1%；完成国际业务结算量32 . 8亿美元，增长
88 . 4%。

——— 社会贡献实现新提升。年末涉农贷款余额3927亿元，较年初增加665亿元，增
长20 . 4%；农业贷款余额占全省金融机构的95%以上，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
位。实施农村地区支付结算畅通工程，农信银通汇、行内汇划通汇和大小额支付系统
覆盖面分别达50%、29%和23%，全年新布设农民自助服务终端2129台、ATM861台、
POS机具7110台，有效缓解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

当笔者日前来到位于莱芜市莱城区羊
里镇的山东通海食品有限公司时，工人们
正在前出口处理车间对菜花进行分拣。在
经过一系列加工程序后，这些菜花将漂洋
过海摆上洋人的餐桌。“在农信社的支持
下，企业先后购买先进的冻干设备，开发
FD冻干果蔬、寿司姜片等盐渍菜和保鲜果
蔬等产品，改变原先单一的产品结构，成
为集农产品保鲜储藏、精深加工、综合贸
易为一体的企业，目前产品出口日本、美
国、俄罗斯等国家，年销售收入达到2 . 6
亿元。”公司负责人王通海几乎是一口气
地介绍了公司的发展成绩。“如果没有农
信社的支持，我们公司可能还停留在小加
工厂阶段。”而作为莱芜市“三辣一麻”
商会的会长，王通海心里还算着另外一笔

账：“莱芜市有2 8 6个恒温库，农信社支
持了其中的8 5 %。可以说，农信社对中小
企业的支持力度最大。”

朴实的话语是对全省农信社支持中小企
业转型升级的充分肯定。在转方式、调结构
中，全省农信社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好的
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予以重点倾斜，助推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创新建立了
22个行业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和评级标准；
推行仓单质押贷款、市场联盟贷款、信用联
盟贷款和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品种，探索适
合中小企业的担保方式和信贷服务流程，提
供特色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进一步加强
与有实力、管理规范的专业担保公司合作，
逐步缓解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题。截至
2 0 1 0年末，全省农信社支持中小企业6 . 4万

户，贷款余额 2 1 3 8 亿元，占单位贷款的
94 . 15%，较年初增加410亿元。越来越多像
山东通海食品有限公司这样的中小企业成为
市场竞争中的“黑马”。

如何加快传统农业向高产高效农业转
变步伐？全省农信社立足农村发展新趋
势，创新信贷模式，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
作社发展，在促进农业转型上进行了有益
的尝试。

济南市鸿顺瓜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庆
东春节前几天心里特别滋润，因为经过一年
多的发展，合作社年底要分红了。“如果没
有信用社支持，我们这个合作社压根就运转
不起来。”原来，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4月
份，建大棚、购买种苗和化肥等前期投入越
来越大，当地信用社发放70万元贷款用于支

持合作社发展。去年9月份，经过信用社牵
头，合作社先后和济南华联超市、济南银座
超市北园店签订供货协议，解决了销售渠道
匮乏的问题，发展步入快车道。

鸿顺瓜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并不是个
例。在全省范围内，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自
身固定资产少、偿债能力弱的现状，省联社
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信用评定范围，逐一
建立信用档案，并支持一些地区将大联保体
模式引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组建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盟，给予信贷支持，构建与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互动合作机制。截至2010年末，
全省农信社支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 0 0 8
家，较年初增加123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贷
款余额49 . 39亿元，较年初增加29 . 18亿元，
增长144%。

资金引导“贷”来春色满园

去年以来，针对农产品市场价格攀升的
现状，全省农信社将促进农产品生产、加
工、流通作为保民生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
金融杠杆作用，积极探索产业链支农新模
式，加大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支持力
度，确保“米袋子”、“菜篮子”量足价
稳。截至2010年末，全省农信社投向农产品
生产、加工、流通等农业生产和服务领域贷
款余额1060亿元，当年累计投放628亿元。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万物凋零。而在
苍山县向城镇苏圈村村民姚成志的黄瓜大棚
里，满眼翠绿，嫩黄色的花朵在绿叶的衬托
下格外耀眼。“俺这个棚是从农信社贷了5
万块钱改造的，原先的棚小，采光不好，温
度上不去，产量也小。”原来，在苍山县农
信社开展的信用工程建设中，老姚被评定为
信用户，核发了贷款证。一开始，他还不以
为然，“信用户有啥用？不中吃，不中喝
的。”眼看着周围村民的蔬菜棚都改造成

100米×15米的温室大棚，他坐不住了。改
造一个大棚需要五六万块钱，钱从哪来呢？
情急之中，他想起了自己信用户的身份。“真
没想到信用户还这么管用！有了信用社的贷
款证，随用随取，再也不用东拼西凑了。”绿
色贷款证解除了菜农的后顾之忧。

在全省，越来越多像姚成志这样的农民
从信用工程建设中得到实惠。截至2 0 1 0年
末，全省评定信用户7 8 7万户、信用村3万
个，设立信贷专柜3721个，核发农户贷款证
511万本，基本实现了新增农户贷款100%使
用贷款证、营业网点1 0 0%设立信贷柜台、
贷款证贷款1 0 0%上柜台办理的目标，提高
了办贷效率和透明度，使农民办理贷款像支
取存款一样方便。全省有600万户农民得到
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支持。

不只是个体农户，全省农信社将信贷支
持范围延伸至农产品整个产业链条，重点支
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仓储运输大

户、批发零售业，积极探索畜牧业全产业链
信贷支持模式，稳定生产和供应，避免农产
品价格出现大起大落，实现多方共赢。

在支持农业生产的同时，全省农信社还
将目光投向更多的民生领域。

在齐河县南北社区，村民闫荣光在220
平方米的二层小楼里度过新年。做地板砖生
意的他看中了社区这套临街楼房，打算一楼
做店铺，二楼自住。“从农信社贷了10万元
才买了这房子”，闫荣光年收入在4万—10
万元之间，“没什么还款压力。”像闫荣光
一样，全省2 . 7万农户在农信社的支持下，
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截至2010年末，全
省农信社已发放农村住房贷款1 5 . 5亿元 ,支
持200多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农民的楼房
梦、新房梦得以实现。与此同时，省联社利
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农机下乡的时机，
积极推广农民消费贷款。截至2010年末，已
对2 . 6万农户进行了消费授信，贷款余额达

11亿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消费热情。
近年来，全省农信社不断加大招聘大学

生的力度，2010年面向社会招聘大学生员工
3105人，在为农信社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的同
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就业难；联合
省组织部门聘请大学生村官为支农信息员，
一些市农信社还推出大学生村官创业贷款，
支持他们在基层建功立业。同时，全省农信
社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大对社会弱势群
体、特殊群体创业资金的支持力度，积极开
办农村妇女创业贷款、农村青年创业贷款、
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贷款、出国劳务贷款等微利惠民业务。截至
2010年末，全省农村信用社为7 . 1万多名农
村青年和妇女提供贷款70多亿元。发放返乡
农民工创业贷款近14亿元，带动3万多名返
乡农民工就业。开发农民工出国劳务贷款，
已支持2 8 0 0多名农民出国打工，贷款余额
1 . 2亿元。

2 0 1 0年，在齐鲁大地上，白底红字的
“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让偏远农村、库
区深山、社区集市的农民又一次感到惊喜，
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三农”
对农村金融服务、支付结算体系的要求越
来越高，但部分村居地处偏远，交通不
便，一度成为金融服务的盲点。那里的农
民办理小额存取款、转账等业务，需到数
公里甚至数十公里外的乡镇、县城去。为
解决这一难题，全省农信社实施农村金融
支付畅通工程，在全国率先推出农民金融
自助服务终端项目，填补了农村金融自助
服务领域的空白，使广大农民“足不出村
存取款，田间地头能转账”，享受“零距
离”金融服务。

莱芜市莱城区方下镇西五龙口村是个
距乡镇较远、人口密集的大村，农民的金
融需求长期难以满足。为改变这一状况，
去年8月，莱芜市联社选择在该村试点农民
金融自助服务终端，将设备安放在村民亓
怀英家里。当笔者趁着夜色来到亓怀英家
时，莱芜市岱河服装厂负责人亓海迪正在
为8 0多个工人办理工资业务。“做生意就
要和钱打交道，有这么个设备，这么晚了

我还能来办业务，真是很方便。”设备管
理员亓怀英介绍说：“自从有了这个设
备，不仅本村村民来办理业务，龙口东
村、西村、店子、杨庄等周围十几个村庄
的村民都来办理业务，一天能办3 0多笔业
务，主要是存取款、缴费、查询等。”据
了解，该服务终端适用于惠农一本通存
折、普通存折及信通卡等，可办理各类支
农惠农补贴的支取、存款、转账、定活期
互转、口头挂失、补登存折、缴纳话费、
代理保险、代收水电费等业务，2 4小时服
务，全省农信社联网，即时到账。截至目
前，全省已累计购置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
端2 5 0 3台，安装运行2 1 2 9台，设备日均业
务量3 4笔，涉农补贴集中发放期间每台日
均达300笔以上。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唤
醒了沉睡的乡村金融，也缓缓拉开了农村
金融服务全覆盖的帷幕。

在让农民尽享现代支付体系带来的方
便快捷时，全省农信社依托自身网络，不
断开拓农村金融服务的“蓝海”。

“请 1 0 6 0 号顾客到 3 号窗口办理业
务。”走进苍山县向城镇信用社，信贷服
务区、营业厅、 2 4 小时自助银行依次排
开，宽敞明亮，大堂经理正热心地引导农民

有序办理业务。道口村村民司马守兵正通过
“齐鲁惠农一本通”办理取款业务，“别看
这小本本破，用处可大着哩，能取粮食补
贴，还能存取钱。家里种了两个拱棚的黄
瓜，俺来取600块钱买肥料。”

“齐鲁惠农一本通”由全省农信社在
全国率先推出，将政府发放给农民的各种
惠农补贴，通过农信社的营业网络直接支
付到为农民开立的账户上，除具有办理储
蓄的全部功能外，还可以办理异地汇款结
算、储蓄通存通兑、归还贷款、支付贷款
利息、代交各种费用等业务。“齐鲁惠农一
本通”在让农民享受到农信社方便快捷的金
融服务时，又能及时领取各种惠农补贴，真
正成了农民的“放心通”。截至目前，全省
农信社累计发放“齐鲁惠农一本( 卡) 通”
2000万本，全年发放各类政府涉农补贴60亿
元，代发项目超过2 0个，累计代发超亿户
次，代发资金220亿元。

与司马守兵不同，德州禹城房寺社区村
民倪洪胜每个月都会通过农信社开设的新农
保专用账户领取55元养老金。作为农信社代
理新农保业务的首批受益者，他笑在脸上，
甜在心里：“每个月中旬俺都到农信社去取
钱，从来没耽误过。5 5块钱对城里人不算

啥，可对俺来说买油盐酱醋是足够了。”
自2 0 0 9底全省确定1 9个县(市、区) 为国家
首批新农保试点以来，全省农信社充分发
挥自身网点及网络覆盖优势，积极投入到
代理新农保的业务中。截至2 0 1 0年末，农
信社在1 7个县(市、区) 取得部分新农保业
务代理资格，为1 8 0万农民提供新农保服
务，仅代付一项，每月为69万60周岁以上的
参保农民代付资金3800万元。

为更好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省联
社相继与IBM公司、中国惠普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合作协议，今后五
年内，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全省农信社科技发
展规划、科技风险战略管理、信息系统灾备
体系建设、信息技术标准、信息系统运行维
护、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等多方面业务合
作，形成“金融与科技联盟、携手发展共
赢”的新格局。全省农信社将致力于实现经
营战略转型，完善产品创新机制，加快金融
产品创新步伐，加快推进电子银行服务渠道
建设，重点开发贴近客户需求、具有鲜明特
色的金融产品，完善农村支付结算服务体
系，加快推广国际业务、代理业务、理财业
务等新产品，构建具有品牌优势和较强市场
竞争力的科技支撑和服务体系。

保民生打出信贷“组合拳”

开拓农村金融服务“蓝海”

农村信用社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

农村信用社支农硕果累累

农村信用社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扎根齐鲁大地 书写辉煌篇章
——— 全省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纪实

□ 王国政 卢 鑫

引 言

农村信用社广泛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

农村信用社发放的贷款证方便了农民办理贷款业务

图说“支农”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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