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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
节后第一天，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

公大楼里，一改往年上班伊始穿梭拜年的旧
习，省联社党委扩大会议正在紧张进行，党委
书记王献玲带领省联社班子成员、中层干部集
中学习了习近平、王岐山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和工作报告，传达了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银监会及山东银监局年度监管会议精神，
为全省农村商业银行2017年改革发展倡树新
风，拉开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大幕。

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当好农村金融主力军

新年伊始，冰封大地，寒气袭人，但全省
农村商业银行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
迅速掀起了推进改革发展的滚滚热潮。1月17
日，省联社党委书记王献玲率队风尘仆仆地
来到菏泽市，进村庄、入农户，访实情、广
纳计。在成武县党集镇刘海村，王献玲一行
实地察看了该村村容村貌、海棠基地、农业观
光采摘园、村建工厂、太阳能发电厂等项目，
充分肯定了“第一书记”帮包工作取得的成
绩，并对下步工作提出要求。通过对辖内农商
银行进行广泛细致调研，结合菏泽和全省实
际，提出了新的一年全省农村商业银行工作的
新思想、新思路：

2017年，是全省农村商业银行强化管理、
化解风险、锐意创新、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
全省农村商业银行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省委、
省政府的各项部署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质量效益为中心，
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加快推动业务发展，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推动党的建设迈上新台阶。新的一年，全
省农村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
和政治核心作用，全面增强执行能力，坚决服
从党委指挥，不折不扣落实党的全面要求。落
实好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和领导班子
“一岗双责”、“一岗多责”，构建权责明晰的
责任分解体系、执行有力的责任落实机制、失
责必究的责任追究链条。有效依托党建工作带
动业务发展，发挥好党员干部在业务营销、不
良清收、建言献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的工作与改革发展同
频共振、互促互进。

牢固“四个面向”市场定位。全省农村商
业银行要继续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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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好服务“三农”的大旗，坚定不移地往
“三农”走，往实体经济走，往中小创新企业
走，往政府民生项目走，发挥好农村金融主
力军作用。进一步加快推动网点转型，扎实
推进社区金融建设，加大机具布放力度，改
善县域支付结算环境，进一步巩固扩大发展优
势。切实围绕客户需求，加快推进金融服务供
给侧改革，着力构建跟进式、个性化、全价值
链产品研发体系，打造一批保姆式、套餐化业
务品牌。

完善法人治理，转换经营机制。全省农商
银行要围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的目标和要
求，进一步提升农商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加快
经营机制转换步伐，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明确
股东会、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
层职责边界，规范“四会一层”运行规则，形
成制衡有效、激励兼容的内部治理体系。制定
科学合理、与长期稳健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薪
酬制度体系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构建以人为
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加大人才培养、选拔
力度，不断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水平。

紧抓风险防控不松懈。全省农村商业银行
要综合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大风险化解和防
控力度，将问题和管理漏洞解决在萌芽阶段，
借助可依靠力量打好不良贷款攻坚战。继续抓
好风险排查，扩大检查频率和范围，稳妥处置
各类风险事件。强化员工、支农协理员日常行
为监督，深入查找案件隐患，全力抓好声誉风
险防控和信访稳定。

银行化改革全面完成

支农、支小成效显著

2016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省金融办、国资委、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和山
东银监局的指导帮助下，在各级地方党委政府
的全力支持下，全省农信社围绕不良贷款清收
处置、股金募集、置换资产处置变现等关键工
作环节，加快推进银行化改革。截至9月，全省
110家农商银行全部挂牌开业，银行化改革任务
圆满完成。

改革过程中，省联社一手抓改革，一手促
发展，持续加大实体经济贷款投放力度，强化
质量效益意识，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提
高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通过改革，全省农
商银行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为进一步转型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经营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16年末，
资产总额达20046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5160 . 7亿
元，较年初增加1601 . 2亿元，增幅11 . 81%；各项
贷款余额9656亿元，较年初增加496亿元，增幅
5 . 42%。存贷款余额连续12年居全省银行业金融
机构首位。

——— 支农支小成效显著。截至2016年末，
涉农贷款余额6809亿元，较年初增加230亿元；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766亿元，较年初增加392亿

元；涉农贷款余额、新增额连续13年居全国同行
业首位。支持农业龙头企业1161家、专业合作社
4413家、家庭农场1681户、种养殖大户7117户，
发放现代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余额322 . 4亿元。

——— 经营效益稳步提升。2016年，各项收
入977亿元，各项支出781亿元，账面利润195亿
元，实现经营利润34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9 . 2%。全省统算资本充足率13 . 31%，拨备覆
盖率166 . 87%，分别较年初提高0 . 25、10 . 22个百
分点。

——— 创新步伐明显加快。创新推出了“家
庭银行”服务新模式，累计向5万户家庭发放贷
款63 . 7亿元；创新推出了“双保惠农贷”、
“信保扶贫贷”、“速贷通”等多个信贷产品；
理财业务系统、资金业务系统等117个项目成功
上线，科技项目研发能力不断提升，有效满足
了客户服务需求。

——— 新兴业务持续快速发展。2016年累计
发行理财产品1763期，募集资金1415亿元，同比
增加1058亿元；实现国际结算量203 . 6亿美元，
同比增加10 . 2亿美元，增长5 . 3%；新发放银行
卡1011万张，实现卡收入3 . 3亿元，增长2 . 6%；
债券、存放同业和回购等业务余额达4320亿
元，同比增加1365亿元，实现收入160亿元，占
各项收入15 . 6%，同比提高2 . 4个百分点。

——— 综合金融平台成功上线。金融服务平
台在全省109家农商银行成功上线运行，构建了
具有地方特色的网上购物平台。累计拓展商户
2225户、用户8 . 3万户，累计交易金额496 . 6万元。

——— 电子银行业务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
末，全省农村商业银行电子银行客户数量达
2156 . 4万户，交易笔数3 . 95亿笔，交易金额5 . 2万
亿元，电子银行柜面业务替代率达67 . 4%。

——— 农村金融服务实现“全覆盖”。截至
2016年末，全省共建设自助网点4840处，布设农
民自助服务终端27121万台，布设各类电子机具
30 . 1万台，助农取款设备10 . 4万台，自助设备乡
镇覆盖率、电子机具行政村覆盖率均达到
100%。

助力脱贫责无旁贷

担当精准扶贫排头兵

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农商银行作为农村
金融的主力军，自觉以坚定的信心、坚决的行
动、坚实的举措全力做好金融扶贫工作。省联
社加大扶贫信贷政策和服务创新力度，整合省

扶贫办“富民农户贷”、“富民生产贷”产
品，形成了具有农商银行特色、符合地方实
际、可操作、可推广的信贷扶贫特色产品体
系；创新推行信贷精准扶贫“四种模式”，确
保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效。截至2016年年末，
全省农商银行累计发放扶贫贷款31 . 4亿元，带
动3 . 1万贫困户就业创业和脱贫致富。

网格化精准扶贫模式。与贫困村第一书记
建立联系制度，精准掌握贫困户的真实需求和
扶贫项目资金需求，积极对接服务。在贫困户
信息库建立后，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掌握负责区
域内的贫困户需求信息，实行责任化管理和
“一对一”式精准扶贫。沂南农商银行通过创
新开展社会评议和评级授信方式，建立“721”
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对筛选后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实地入户调查4128户，评级授信1907户，授
信总额2 . 62亿元，被总结为“沂南经验”在全
省推广。目前，全省已发放小额扶贫贷款1 . 8万
户，金额11 . 4亿元。

区域带动扶贫模式。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发
展，各级农商银行结合当地扶贫开发项目，加
大信贷投放力度，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对贫困地区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农业
现代化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规模化生产
进行重点支持，着重加大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小额信贷投放，扶持生产和就业，促进贫困地
区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增收。31个县（市、
区）新增贷款175 . 5亿元，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3 . 7个百分点。

信企、信社联合推动扶贫模式。进一步加
大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
户、家庭农场的信贷支持力度，推动农业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建立扶贫带动激励机制，对
吸纳贫困人员就业的龙头企业、致富带头人、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按照每吸纳一名
贫困人员让利一定利息的标准，测算确定利率
优惠幅度，提高吸纳带动贫困人员就业的积极
性，实施产业带动扶贫。目前带动3 . 1万户贫困
人员通过就业脱贫。

信保合作扶贫模式。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
与山东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联合推出了“信保扶贫贷”产品。各农
商银行积极与农业担保公司建立业务合作关
系，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大力推广“信保扶贫
贷”产品。鼓励各单位与各级政府成立的担保
公司合作，实现“风险共担，合作共赢”。引
导各单位积极与地方保险机构合作，开拓农村
小额信贷保证保险产品，发挥各自专业优势，

建立风险共担机制，破解贫困户贷款担保难
题。目前已发放“信保扶贫贷”2 . 4亿元。

幸福家庭银行

“千家万户的主办行”

为进一步适应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存贷利差逐步收窄、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发展
环境，提升全省农商银行核心竞争力，省联社
审时度势，创新推出“家庭银行”服务模式，
指导全省农商银行以持续增强客户黏性为出发
点，以家庭成员生产生活需求为切入点，以业
务和服务创新为着力点，以实现银家共赢为落
脚点，掀起由传统服务向零售综合服务的转型
热潮。

说起在荣成农商银行的申贷经历，24岁的
小孙难掩心中惊喜。2016年9月，其父母欲为其
购置婚房，可东拼西凑后仍有4万元缺口，因小
孙购买的是小产权房无法办理抵押，多家银行
将其拒之门外。正值荣成农商银行港西支行客
户经理到村宣传“家庭银行”，了解到小孙的
难处后，便对小孙及其家庭的信用、资产、负
债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最终仅用两天时间，便
为其发放了由其父母提供担保的4万元小额“家
庭贷”，同时，还适时推荐其开通了农商银行
的电子银行。得知小孙有出国打工的打算后，
该支行又向其介绍了农商银行国际业务的方便
快捷，加上之前已开通使用的日常工资代发、
小孙父母的电费代缴及种粮补贴发放等结算业
务，该支行已承办了小孙家庭银行所需的全部
金融服务。

多年来，由于担保难、手续繁、体验差，
消费贷款一直拉动不起来，2016年依托“家庭
银行”服务理念，山东省农商银行推出了家庭
信用类贷款产品，只需本家庭中成员提供担保
即可。依据信用等级、资金需求、家庭收入及
资产等情况核定额度，从填写资料到贷款审
批，三天即可办妥。截至年末，全省已发放家
庭贷63 . 7亿元。

“家庭银行”的核心是围绕家庭的综合性
服务，通过业务或服务创新，为家庭成员生产
生活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综合服务，通过挖
掘家庭客户在融资、存款、交易结算、投资理
财和其它延伸需求的基础上，整合自身和尽可
能多的社会资源，为其提供一揽子综合服务，
做家庭客户信任信赖的金融管家。这不仅需要
金融产品的创新，还需要服务的延伸和扩展。

这一点曲阜农商银行作出了创新和转变。
曲阜雅迪电动车专卖店是曲阜较早经营电

动车销售的连锁店，因品牌知名度和该店的服
务水平，一直占据着曲阜电动车市场的半壁江
山。“自2016年6月加入咱农商银行的‘商圈’
以来，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店通过‘刷农商
卡，享现金优惠’活动销售了50多辆电动车，
有些客户还是从乡镇上慕名而来的。”老板张
旭口中的“商圈”，是曲阜农商银行推广的
“96668特惠商圈”业务。为提升“家庭银行”
服务模式的品牌号召力和吸引力，曲阜农商银
行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出发点，积极对辖内商户
进行营销和宣传，动员商户加入“96668特惠商
圈”，并与商户签订合作协议。客户持农商银
行卡到签约商户刷卡消费或通过山东农信手机
银行支付时，按照协议内容给予持卡人专属服
务或打折优惠。

“家庭银行”模式是对零售业务经营模式
的变革，既涉及经营策略、服务理念、营销方
式的转变，又涉及产品服务、考核机制、业务
流程的优化，山东农商银行将借此逐步实现由
为单个客户提供单一产品向为家庭客户提供整
体服务转变、由追求单一产品效益向追求综合
服务效益转变、由单纯营销客户向营销维系客
户并重转变，真正打造成属于千家万户的主办
银行。

“智 e购”商城

慧生活 惠万家

“‘智e购’商城是真的好，现在我一点也
不担心苹果卖不出去啦！我得赶紧发货去，别
让客户等着急！”再次遇到沂源县中庄镇苹果
种植户老秦时，老秦已褪去了第一次见面时的
愁容，爽朗的笑声传递出发家致富的喜悦，透
露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老秦家中有十余亩果
园，虽土地肥沃，瓜果香甜，但位置较偏僻，
道路也崎岖，很少有果贩愿意来这里收购苹
果。每到苹果成熟时，老秦望着甘甜的苹果，
心里是满满的酸涩。当时，沂源农商银行工作
人员下乡来宣传“智e购”商城，“让您家的农
产品，直通全国人民的餐桌”，工作人员口中
的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老秦的心。得知工作人
员会帮助拍照、做图、上线后，老秦第一个报
了名，仅仅两天时间，老秦的水果店便在“智e
购”商城开张了。一上线，第一笔订单便来
了，老秦赶忙把苹果仔细包装好，第一时间发
了出去。忐忑等待几天后，第一笔交易额进
账，看着评价里写着“不错，很甜！”，几个
字让老刘一下子乐得跟孩子一样。凭着汁多肉
甜的好品质和勤劳朴实的好作风，老秦的水果
店很快在商城打开了销路，“现在一天多的能
接30多单，最少也有十几单，才不到三个月就
挣了两万多块钱！真的要感谢咱们‘智e购’商
城！感谢咱们农商银行啊！”老秦难掩心中喜
悦，不禁这样说道。

“智e购”商城将“沂源红”苹果卖到了全
国各地，而平原县王太来村刘东生大哥却通过
“智e购”商城买到了心念已久的家乡特产签
子馒头。原来，刘东生长年在深圳打工，在
外多年，忘不了家乡签子馒头的味道，每次
回深圳都要带走很多。后来，刘大哥学会了网
购，但是几次不愉快的网购经历，让刘大哥对
网上的“家乡特产”彻底失望。直到在农商
银行上班的亲戚小韩将“智e购”商城介绍给
他，并着重介绍说“智e购”商城里的每一件
商品都是平原农商银行工作人员精心挑选，
经过验收合格的地地道道的土特产。刘东生大
哥便抱着一试的心态点开了“智e购”商城，当
吃到“智e购”商城上买来的签子馒头时，刘大
哥忍不住道了声：“终于吃上老家的地道‘土
货’了！”自2016年11月“智e购”商城平原馆
正式启动以来，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卖出签
子馒头627件，达5000余斤，消费客户遍及省内
外城乡。

近年来，面对互联网金融和农村电商的快
速发展，为稳固农村金融市场和客户资源，省
联社高起点规划布局，严标准推动建设，加快
互联网金融平台建设，2016年9月9日，以智e购
商城、智e生活社区O2O和智e付互联网支付为
主体的金融服务平台走进大众视野；12月16
日，全省109家农商银行地方馆正式上线，山东
省农村商业银行全面开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新
征程。

金融服务平台是省联社紧跟“互联网+”发
展趋势和互联网金融创新要求，以提升整体竞
争力为宗旨，以促进网点经营转型为目标，实
现综合服务与特色服务相结合，为全省农商银
行搭建起的互联网金融“大平台”。该平台突
出服务“三农”定位，通过整合线上线下金融
服务，汇聚全省各地特色农副产品，不仅架起
了“农副产品进城，农用物资下乡”的智慧金
桥，实现全省农商银行以互联网形式向城乡客
户提供金融产品、便民缴费、购物消费、农资
产品及日用百货等线上销售和互联网支付服
务，而且能够有效发挥农商银行点多面广、立
足农村的本地化优势，为全省农村商业银行构
建以客户大数据为纽带的金融、电商、小微、
个人消费客户共赢的金融产业链模式，达到吸
引客户、留住客户，增强客户黏性的目的，以
推进全省农村商业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截至
2016年末，“智e购”商城共入驻商户2225户、
布放商品1 . 3万种、拓展用户8 . 3万户。

春华秋实丰稔岁，风雨兼程景色新。今天
的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以更开放自信的姿
态、更加坚定有力的步伐，举好服务“三农”
的大旗，奋进在创建一流金融机构的征程上，
精准发力，把全省农村商业银行打造成为党委
政府放心、老百姓信赖、股东满意的全省最大
最优的家庭和零售银行，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联社党委书记王献玲（左三）到菏泽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大力支持现代农业、设施农业发展 工作人员向客户介绍电子银行业务

信贷人员深入小微企业调研一流的科技支撑平台

支持农民创业致富

信贷人员走访专业合作社

高擎服务“三农”大旗 谱写改革发展新篇
——— 全省农村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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