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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 铁
本报通讯员 朱 沙

精准对接各类扶贫融资需求是我省金融
扶贫的特色。据统计，山东对180万贫困户
和2 . 1万家扶贫生产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进
行调查，截至今年10月末，分别向贫困户和
扶贫生产经营主体累计发放贷款118 . 4亿
元、345 . 3亿元。农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益虎介绍，该行以沂蒙山区、黄河
滩区等全省深度贫困区域为重点，探索产业
扶贫、项目扶贫、到户扶贫等金融扶贫模
式，增强贫困人口“造血”功能，助力贫困
地区产业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

产业扶贫扎牢脱贫根基

近日，在蒙阴县宗路果品专业合作社仓
库的门口，记者看到4名工人正在从货车上
卸苹果，这是合作社刚从果农手中以高于市
场价收购的苹果。高于市场价收购果品，只
是宗路果品专业合作社帮扶项目中的一项。
合作社采用生产帮扶、农资帮扶、劳动就业
帮扶、储存帮扶、销售帮扶等多种形式帮助
贫困户。

宗路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宗路告诉
记者，2014年合作社开启了全新的电商销售
渠道，在普通蜜桃“产能过剩”的市场行情
下，蒙阴蜜桃却卖上了好价钱，让贫困户直
接得到更多的“真金白银”。去年，他们从
农行获得1200万元扶贫生产贷款，县扶贫办
给予了贷款利息补贴，合作社通过多种形式
对390个贫困户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一年
时间达到脱贫线。

农行蒙阴县支行行长刘继明说，脱贫重
在发展产业，蒙阴县支行把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和龙头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给予
金融支持。目前，农行蒙阴县支行共为5家
农业龙头企业投放扶贫贴息贷款4920万元，
带动984户贫困户脱贫。

产品创新对接扶贫攻坚

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是山东金融机构在扶
贫中的一大亮点。农行山东省分行不断加快
金融产品创新，按照“一县一业、一行一
品”的思路，因地制宜地创新了“大蒜贷”
“蔬菜大棚贷”“光伏扶贫农户贷”等特色
产品，创新推出政府、担保公司、银行、扶
贫主体四方参与的“扶贫四联贷”产品，搭

建“政银担”扶贫合作平台。
“多亏农行提供的资金支持，让我找到

了致富门路。”临朐县上林镇西闫家沟村43
岁的刘桂顺两年前因打工摔伤落下残疾，一
家人的开销全靠妻子打零工。听说山东六和
集团免费提供鸭苗、饲料和技术，他便萌生
了养鸭的念头，但建鸭棚的资金却让他犯了
愁。

“农行工作人员帮我申请了10万元的小
额担保贷款，政府还给我发了2000元的贫困
扶持资金，这才把鸭棚建起来。”现在，刘
桂顺的鸭棚生意每年收入8万多元。

现在进出家门口，高在福总是习惯性地
向屋顶的光伏板瞧两眼，“今年年初，在农
行贷了三万五千块钱，屋顶装上了太阳能发
电板，家里多了一个‘聚宝盆’。”家住安
丘市石堆镇甘泉村的高在福是村里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购买分布式家庭屋顶光伏发电系
统设备后，全家都搭上光伏发电的致富快
车。

2016年12月，农行潍坊分行贷款2 . 76
亿元支持了安丘市40兆瓦扶贫光伏发电工
程项目，项目惠及504个村（其中省级贫
困村4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6280户12740
人。

“第一书记”倾力助脱贫

促脱贫是“第一书记”的重要职责。农
行山东省分行先后向泗水县圣水峪镇皇城
村、莘县贾庄村派驻副处级“第一书记”，帮助
村民尽早脱贫。该行累计争取省扶贫办产业
扶贫、省交通厅基础设施扶贫等重点扶贫项
目5个，涉及资金362万元，直接捐款近100万
元，带动财政及各类社会捐赠1000多万元，有
力带动了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条件的改善。

2016年的春天，农行山东省分行派到泗
水县圣水峪镇皇城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刘
景标，经过多方调研，觉得种植谷子会比种
植地瓜等收入高，便引进新的品种动员村民
种植。村民刘凡英和其他农村种植的黄金谷
深受市场欢迎，收入是往年的3倍多。

莘县古城镇贾庄村是省定贫困村，也是
农行山东省分行“省派第一书记”郭君策的驻
点帮扶村。郭君策联系当地农行向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莘县金牌饲料公司贷款2000
多万元，并引导该公司扩大在贾庄村的生猪
扶贫项目，村里8户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
金收入3万多元，还吸纳了14名贫困村民到猪
场打工，使他们人均增加收入2万多元。

贫困户搭上金融精准扶贫“快车”

□记者 李铁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我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正式部署启动后，全省金融行业构纷纷调
整信贷投向、优化信贷结构，做服务实体经
济的“实干家”。近日，记者从工行山东省
分行获悉，自该行今年8月与省经信委及全
省28家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企业签约“推动全
省工业新旧动能转换深化产融战略合作”以
来，该行已发放165亿元贷款，为我省工业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提供
了融资支持。

结合国家产业政策，2017年工行对行业
信贷政策进行了调整，积极支持教育、医
疗、健康、养老、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重
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做好对制造业客户分
类管理，积极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转型发
展。同时针对山东半岛自创区、黄河三角洲
农高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发展战
略，该行对高新技术企业主动开展对接合
作，制订具体化、规范化的操作指引和要件
清单，积极争取总行在信贷限额、业务授

权、资源配置方面的支持，进一步扩大规
模，增加投放，加强信贷服务。

同时，积极支持重点行业、产业发展。
该行加大了对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智
能制造等领域的信贷投入，促进战略性新型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发
展。6月初，该行与浪潮集团签署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并于7月14日成功发放浪潮集团
对上市公司浪潮信息配股增持的并购项目贷
款7亿元。

面对传统企业“老树开花”的资金需
求，积极推动债转股业务。该行承办了山东
黄金集团100亿元债转股业务，并于1月22日
实现了首期20亿元债转股项目投资，成为系
统内首单落地的市场化债转股项目。5月25
日，工行与山东钢铁集团签署《债转股合作
框架协议》，提供金额不超过260亿元的意
向性资金，与山东钢铁集团及下属企业开展
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合作。

另外，为响应“去产能”的要求，该行
支持企业转型、技术升级及淘汰落后产能等

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对重点领域产能“消
化、转移、整合、淘汰”和转型升级积极提

供信贷支持。去年以来助力山钢整体搬迁，
为其解决职工安置等前期资金135亿元。

做新旧动能转换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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