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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新蕾
本报通讯员 孙 楠 朱 萍

12月4日，全省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试点
工作西片区调度会在临沂召开。记者从会上
获悉，截至今年10月末，我省共有27个试点
县（市、区）的49家合作社取得试点资格，
其中有24个县、38家合作社已开展互助业
务，金额达1298万元。

当天，记者来到莒南县相沟乡王祥社
区，该社区的顺源养殖专业合作社，主要从
事养殖技术知道、畜禽购销、饲料供应等业
务，自2012年2月开始设立资金互助部，目
前有社员175人，2014年实现经营收入319万
元，并于今年7月份获得试点资格。

顺源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庆娟介绍

说，顺源合作社按照试点工作要求开展业务，
截至11月末，承诺出资社员80户，资金规模
300万元，已发放互助资金11笔，共计64万元。

不同于顺源合作社的“能人+合作社+农
户”发展模式，莒南县另一家试点合作社，丰
乐草莓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为“企业+合
作社+农户”。据介绍，该合作社由石莲子供
销社发起设立，主要从事草莓种植技术指导、
种苗供应、加工销售等。自今年7月份试点以
来，承诺出资社员21户，资金规模79 . 5万元，
已发放互助资金4笔，共计16万元。

资金规模300万元，已发放64万元；资金
规模79 . 5万元，已发放16万元，顺源合作社与
丰乐合作社的互助资金使用效率仅为21 . 3%
与20 . 1%。合作社互助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是
农村合作金融试点工作推进的一大难题。

部分试点合作社对信用互助业务运营仍
处于摸索阶段，处于审慎经营考虑，互助金借
出意愿不强。记者从枣庄市金融办了解到，枣
庄市目前有8家信用互助业务试点，共借出资
金61笔192 . 4万元，互助金使用率仅为14 . 01%。

不少合作社反映，借出资金有限定额

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借出规模。省实施方
案要求“单笔借出资金不能超过存入总额的
5%，但对于养猪、养兔、养牛等专业户来
说，每笔资金需求经常高出这一限定额度，
导致了“钱多借不出，钱少用不着”问题。
相关市金融办提出，建议对信用好、有资产
的社员提高授信额度，适当放宽资金使用额
度，增强资金使用灵活性，提高入社资金的
使用效率。

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层，主要是农业生
产大户，文化程度并不高，财务知识、金融
知识比较匮乏，对试点工作的本质了解不
深，也导致对信用互助业务积极性不高。对
此，应该加强对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普及宣
传，引导农民和各类合作主体把握农村合作
金融的各项要求和政策界限。

除此之外，农民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跨
农业和金融两个领域，作为专业合作社内部
的一项业务，容易与合作社原有业务混合，
监管难度较大。但目前基层监管力量薄弱，
专业人才较少，监管制度并不健全，这都需
要在实践中完善。

目前，新社员入社需要经过前期调查、
社员大会通过、变更资格认定书、到工商变
更营业执照等程序，其中社员大会、工商变
更营业执照均需社员本人到场，但由于社员
居住分散、职业不定，人员集中难度较大，制
约了资金互助业务的发展。相关地市金融办
参会人员建议，优化入社程序，在社员大会对
拟入社社员身份认定的基础上，从省级层面
简化工商变更营业执照，方便社员入社。

信用互助业务发展，离不开配套补助。
为此，临沂市重点在增加外部信用支持上做
文章，建设了“贷款绿色通道工程”，在省
里15万元补助资金基础上，临沂市政府按照
省里同等标准进行配套补助，县区、市供销
社再拿出部分资金凑足100万元作为担保转
型资金存入合作银行，由合作银行根据试点
合作社的实际需求予以风险担保专项资金规
模5至10倍的寿险额度，对实际发生的贷款
给予年息6%的优惠利率。社员一旦出现逾
期，合作银行可在担保专项资金中予以扣除。
配套补助资金为信用互助又增加了一层外部
信用，为试点全面推进起到稳定加速作用。

钱多借不出 钱少用不着

合作社互助资金使用效率待提高

□ 本 报 记 者 王新蕾
本报通讯员 宋忠修

随着经济新常态到来，传统商业银行正
逐步告别同质化、转向差异化，将越来越多
注意力投向有实体依托、能稳健经营的三农
领域。与此同时，三农贷款资产质量表现抢
眼，也日益成为传统银行抢夺的“蓝海”。

“秸秆还田一亩地得花60块钱，烧了又
污染环境。现在建行给放贷款，建起秸秆集
中收储点，把秸秆卖给泉林公司，不仅不掏
钱，还能挣钱！”12月5日，记者在高唐县
杨屯乡采访，吴庄村村民吴庆勇说。

吴庆勇口中的泉林纸业，是全省最大的
秸秆浆造纸企业，用草浆代替木浆，生产出
略显黄色的新闻、生活用纸，受到越来越多
注重环保的消费者的欢迎。

“草浆成本比木浆低得多，还能提取出
富含黄腐酸的绿色肥料用来养鱼、养鸭，实
现可循环、可持续。”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山东大区经理宋占勇说。

虽然效益高、评价好，但在今年年初，
泉林纸业高管层都在为一件事头疼：公司在
原材料采购上采用“秸秆收储体系运作模
式”，构建了覆盖全国的763个农业秸秆收
储点，收储点的配套农机具都是由泉林公司
出资购买，已累计投入设备资金过亿元。由
于设备产权、维修和维护不归收储户所有，
导致过度使用、维修不及时、折旧与损毁十
分严重，成本包袱不断增大。

能否设计一款金融产品，为企业解围、
为农户创收、为银行创效？对此，建设银行
围绕泉林公司上游的秸秆收储农户，订制了
“龙头企业＋农户＋订单”的信贷运作模
式：由泉林公司提供担保，由企业与该行共
同筛选有两年收储经验且运行良好的优质农
户，为其提供用于购置收储点配套农机具的
贷款资金，还款资金来源于农户的收储收
益。

支农信贷中，贷款期限和利率是农户最
关心的问题。“以前农户贷款只有流动资金
贷款，没有固定资产类贷款，且期限不超过

一年，但考虑到收储点盈利水平、还款能
力，将产品贷款期限确定为3年。在利率上
适当上浮，既适应了农户偿还能力，也保证
了我行收益。”建设银行高唐县支行行长刘
海潇说。

“没想到贷款这么快就批下来了，只用
了十几天。有了贷款，就可以敞开门收储
了。”去年秋收，高唐县琉璃寺镇后关村的
种粮大户王长印等第一批11个秸秆收储点的
农户收到建行贷款。

电子银行产品的运用，也是创新的亮
点。“一方面，为泉林公司开通高级版企业
网银，农户贷款、购买农机具以及农户秸秆
资金划拨都可通过企业网银结算。同时，为
贷款农户办理涉农卡，并配套签约个人网
银、短信通知等服务，方便农户掌握与泉林
公司的结算款何时到账、额度多少。收储点
的农户都用惯了建行的手机银行，结算款项
也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刘海潇介绍说。

建行在业务创新的同时锁定风险、加强
内控。企业方面，泉林公司为农户提供担

保，并按照贷款金额10%比例在建行交存保
证金，一旦农户贷款出现逾期，首先由保证
金代偿，当出现逾期超过15天且保证金不足
的情况，由泉林公司代偿。资金方面，无论
是泉林公司还是收储点农户，相关资金必须
全部通过建行网银或柜面结算；农户每月还
款资金由泉林公司从秸秆结算资金中预留，
还款日直接存入农户的还款账户用于扣划贷
款本息，保证信贷资金安全。在风险管理
上，还制定了“三亲见”、“四拍照”和
“四个电话”的规定动作。

据建设银行聊城分行行长荣卫民介绍，
该行支农业务开办至今不到一年，已累计发
放支农贷款100笔，金额5401万元。

“近几年，从服务实体经济、战略转型
角度出发，建行正在将三农作为重点服务领
域，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支持订
单农业发展。”建设银行山东分行副行长张
维国表示。截至今年9月末，建行山东省分
行个人支农贷款余额达到3 . 26亿元，新增2 . 6
亿元。且无一笔拖欠，贷款不良率为零。

有实体依托 能稳健经营

三农领域成传统银行转型“蓝海”

□记者 王新蕾 报道
本报曹县讯 近日，山东省财政统贷平台与国家开发银

行签订5亿元借款合同，支持曹县2015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县级政府利用专项贷款实施购买商品房安
置棚改居民的项目，为全省棚户区改造消化存量房工作提供
了借鉴。

据了解，为推进购买安置棚改工作，曹县市政府制定了
《曹县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补偿管理暂行办法》，明确
了购买安置程序。曹县棚改领导小组从全县范围的地产商进
行遴选和谈判，并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购买房源及其
建筑面积、购置价格、户型等，确保了购买安置程序公正、
价格透明。从实施情况看，曹县购买商品房价格均低于周边
同类普通商品住房平均价格，且位于拆迁区周边，得到了群
众认可。

通过购买安置，拆迁居民可以实现直接安置，缩短了安
置期限，有效加快了棚户区改造进程。项目实施后，共可拆
迁建筑面积246400平方米，安置居民2120户，同比市场房
价，节约住房成本共计14598 . 9万元，既加快了该县新型城
镇化建设步伐，又带动了该县房地产业的发展。

齐商银行济南分行

正式开业
□记者 王新蕾 通讯员 张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9日，齐商银行济南

分行举行开业仪式，标志着齐商银行继西
安、滨州、东营、潍坊、济宁、威海之后的
第七家异地分行正式投入运营。齐商银行的
前身为淄博市商业银行，成立于1997年，
2009年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更名为“齐商银
行”，现有资产规模已达到800亿元，各项
存款余额650亿元，贷款余额430亿元。

据介绍，齐商银行济南分行成立以后，将
继续坚持“务实、创新、精细、卓越”的企业精
神，立足“市民银行”和“中小企业主办行”的
市场定位，以服务实体经济和社区居民为己
任，在业务经营发展过程中坚持内控优先、合
规至上的经营理念，充分利用济南的区位优
势和丰富的客户资源，准确把握市场定位，积
极参与济南“四个中心”建设，完善产品结构
和服务水平，积极为企业和社区居民提供特
色、专业、高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光大银行连续七年

获最佳企业年金服务奖
□记者 李 铁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日前从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了解到，在

《首席财务官》杂志社“2015年度中国CFO最信赖银行”评
选活动中，光大银行再次获得2015年度中国CFO最信赖银行
之“最佳企业年金服务奖”，成为国内唯一一家连续七年获
此奖项的商业银行。

据介绍，作为2005年首批获得企业年金账户管理人和托
管人双资格的机构，在提升年金领域专业管理服务的同时，
光大银行围绕客户需求创新服务，率先在业内形成泛养老金
账户管理平台，成为集产品研发、技术配套、专业服务于一
身的企业薪酬福利管理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伴随着我
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光大银行目前已形成涵盖
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薪酬延付、福利管理、养老综合金融
等多项产品和服务的“养福全程通”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养
老金资产总规模逾370亿元，管理企业年金、薪酬延付及弹
性福利个人账户数逾95万户。

□新华社发
12月6日，山

东省枣庄市山亭区陡
城村农民在晾晒地瓜
干准备出口。

入冬以来，山东
省枣庄市山亭区将
“农产品+”工程作
为增加农民收入、拉
长农业产业链的重头
戏，通过协调专项贷
款、扶持合作社与家
庭农场、开展网上营
销等，大力发展农产
品深加工产业，帮助
农民实现冬闲增收。

枣庄：“农产品+”

助农冬季增收

国开行山东分行

专项贷款支持曹县购买

商品房安置棚改居民项目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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