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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来，民生银行

济南分行小微客户数突破

3 5万户，小微贷款余额

110 . 12亿元，存量有贷客

户数量达到近8600户；8

年来，该行共计为超过

2 . 2万户小微企业主发放

过经营性贷款，按照平均

1户贷款客户带动10名人

员就业来测算，带动社会

就业22万人。

小微客户数突破35万户，小微贷款余额110 . 12亿元

民生银行济南分行成就“小微之王”

□ 本 报 记 者 李铁
本报通讯员 刘彬

作为三大战略定位之一，“做小微企业
的银行”始终是民生银行的重要标签。截至
目前，民生银行小微贷款规模近4000亿元，
客户数突破650万，被业界冠以“小微之
王”的称号，包括济南分行在内的各家分行
也均在当地市场稳坐小微市场份额“头把交

椅”。今年8月，民生银行济南分行正式启
动“小微一号工程”，继续将发展小微作为
重要战略，置于业务发展的重中之重。

坚守小微“主战场”

经济社会双获益

传统观点认为，小微企业风险大、抵押
不足、财务不健全，小微企业贷款是“世界
性难题”。民生银行认为，小微企业发展空
间巨大，资金需求旺盛，如果能建立起先进
的技术平台和商业模式，就能化解小微金融
服务“成本高、风险大”的劣势，实现小微
企业与商业银行的共赢发展。

2010年，美国“次贷”危机还未平复，
欧洲又爆发了“欧债”危机，民生银行济南
分行推出针对小微企业的专属金融服务，致
力于为小微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2014年，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多家
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坏账激增，一些银行萌生
退意。民生银行依然坚守小微“主战场”，
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提升风险把控能力，并持
续升级和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8年来，民生银行济南分行的小微金融
从零做起，一直发展成为市场上最重要的小
微金融服务商。截至今年7月末，该行小微
客户数突破35万户，小微贷款余额110 . 12亿
元，存量有贷客户数量达到近8600户；8年
来，该行共计为超过2 . 2万户小微企业主发
放过经营性贷款，按照平均1户贷款客户带

动10名人员就业来测算，带动社会就业22万
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创新服务产品

民生银行给出答案

相比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面临着抵质
押物不足、续贷难度大等难题，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出发，民生银行济南分行创新多种
产品，帮助小微企业顺利融资。

通过自有住房抵押获得贷款是很多小微
企业主的做法，在房价持续上涨的当下，如
何利用已做了抵押的房产获得更多经营性贷
款，成了他们的新烦恼。据了解，民生银行
济南分行创新推出的“第二顺位抵押贷款”
业务，客户可用已在银行办理了抵押登记的
房产在民生银行再次申请抵押贷款业务，民
生银行按照最新的房产评估价值，在一定房
产抵押率的范围内，给予小微客户新增贷款
支持。

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到期再续贷的过
程更难，由于流动资金投入日常经营周转，
受资金流动速度及账期长短的影响，往往在
贷款到期前一时难以拿出闲置的资金来偿还
贷款。针对此种情况，民生银行推出小微贷
款到期“转期”业务，截至7月末，民生银
行济南分行累计共为5000余户小微企业办理
了贷款转期业务，累计发放转期贷款约59亿
元。

与此同时，借助二维码、云账户、智能

POS、账户通等特色结算产品，民生银行济
南分行持续为小微客户提供基础性、综合性
的金融服务。在分析行业客户特点及金融需
求的基础上，该行还提供集结算、融资、理
财等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以便更好
地服务小微企业。

持续优化服务

提升小微客户体验

在小微企业小额多频的金融需求中，融
资的简单快捷是其难点，民生银行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从客户实际需求
出发，提升客户体验。

近年来，民生银行济南分行持续优化业
务流程：引入公证处现场受理贷款公证、合
同面签及抵押登记；推广小微贷款远程面
签；设立操作服务团队，受理贷款审批前后
的操作性工作；推广移动运营，提高小微抵
押贷款线上操作效率。据统计，通过流程优
化，该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贷款受理服
务，放款时间由原来的7—10个工作日缩减
到5个工作日。

随着经营逐步完善，如何利用法律规范
企业经营、合法保护企业利益，有效规避商
业风险成为小微企业主关心的问题。民生银
行济南分行积极搭建非金融服务体系平台，
开展了包括法律讲座在内的专题大讲堂活
动，发挥金融机构的渠道作用，提高小微服
务的宽度和深度。

□ 本 报 记 者 王爽
本报通讯员 朱沙

“一家人辛辛苦苦17年挣下的家业，
基本上打了水漂。”前几天，寿光市纪
台镇铁匠庄子村明亮种苗家庭农场的负
责人王洪亮犯了愁，突如其来的洪水使
他35个育苗大棚和智能温室受损，直接经
济损失达500万元。年初从农行贷的100万
元款，8月初已按期还款50万元，剩下的
50万贷款明年2月份到期。现在的他，几
乎是一贫如洗了，到哪里去筹集50万元资
金归还贷款呢？正在这时，农行客户经
理王益增上门告诉他，按照省农行的新
政策，受灾农户的贷款可以延期归还，
王洪亮乌云密布的脸终于转晴了。

8月份以来，寿光市遭受严重洪涝灾
害。为支持灾后重建，农行山东省分行按
照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慕冰
提出的“确保灾区员工生命财产安全、确
保网点运营安全、确保金融服务到位”的
要求，出台多项措施，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全力支持寿光灾区恢复生产生活。

农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益
虎介绍，面对灾情，积极开展灾后重建
金融服务。省行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
赴寿光，率先与地方政府对接，全面了
解寿光灾后重建工作部署，研究制订金
融服务灾后重建工作的具体方案、优惠
政策，全力支持灾区重建。针对寿光灾
后最迫切的重建大棚和住房资金短缺，
农行潍坊分行将尽快与寿光市政府签约
支持灾后重建和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支
持寿光大棚升级改造工作，推动寿光蔬
菜产业上档升级；支持寿光新农村建
设，助推寿光市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新样
板。农行对各级财政紧急救灾款建立了
资金汇划绿色通道，随到随办，确保在第
一时间将救灾资金拨付到位。同时组织专
人对信贷客户逐一走访，并对客户所处
行业及上下游客户受灾情况进行实地调
查，准确了解辖内受灾企业、农户的损
失情况，采取“一户一策”的方式，为
受灾客户制订全方位金融服务方案。

益虎表示，农行对寿光灾区实施一
系列贷款优惠政策。对原有信用实施优

惠政策，允许展期或重新约期，对贷款
到期后，因灾确实无力归还贷款的，可
展期或重新约期；实施利率优惠，对确
属受灾客户的存量贷款利率进行调整。
对增量业务实施优惠政策，放开贷款规
模限制。对寿光市灾后大棚建设项目贷
款、农户大棚建设贷款，以及新农居贷
款，在信贷规模上及时足额给予支持。
下放小微企业信贷业务转授权，对潍坊
分行转授10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增量授信
审批权。提高对灾区重建贷款项目调查
评估审查和农户贷款审批的效率，实现
尽快投放。延长贷款期限，农户大棚贷款
期限由原来的3年—5年调整为10年以上。
实施利率优惠，对于灾后重建申请的农户
贷款和项目贷款均执行优惠利率。

记者了解到，为提升对受灾农户精
准金融服务水平，农行山东省分行正在
研究针对性强的创新融资产品。初步设
计了“寿光灾后重建新型智能蔬菜大棚
贷款”和“寿光灾后重建安居贷款”两
款新产品，由政府牵头进行摸底统计，
村、镇、市三级政府逐级建档立卡，按

照“按揭+融资租赁”“线下+线上”结
合模式，农行现场调查，由山东省农业
发展信贷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确定
贷款客户并进行现场调查后，统一导入
白名单，客户可通过手机银行、网银等
终端自助用款，自助还款。在前期与山
东省农担合作推出“鲁担惠农贷”产品
的基础上，对寿光市相关业务，将与省
农担联合尽调、联合审查审批，担保期
限由原来的1年—3年最高放宽到5年，担
保费率由原来的1 . 5%—2%降至1%，并由
省财政贴息50%。

农行还将对受灾企业和农户的相关
中间业务收费项目实行减免。“不到一
周时间，我行工作组成员冒险走访慰问
了122户受灾户，安抚客户情绪，宣讲农
行 政 策 ， 并 启 动 救 灾 应 急 ‘ 绿 色 通
道’，做好信贷支持服务。”寿光市支
行行长江文胜介绍。目前，对与王洪亮
同样受灾的种养殖大户和农户，寿光市
支行采取“一户一策”措施，根据受损
情况、产业规模、还贷能力等情况，逐
户制订灾后复产金融支持方案。

□ 本报记者 李铁

受第18号台风“温比亚”影响，8月
18日至21日，山东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潍
坊、东营、济宁等市遭受台风灾害，中
华保险山东分公司勇担社会责任，积极
践行“家有中华 中华有家”的品牌理
念，成立抗灾救灾领导小组，启动重大
自然灾害应急响应预案，全力应对台风
带来的灾害，打通快赔绿色通道，全面
开展灾后理赔工作。

灾情发生后，中华保险山东分公司
成立了以总经理李居然为组长的抗灾救
灾领导小组，确保灾害理赔工作快速、
准确、有序开展，并要求辖内各机构依

法有序开展受灾理赔，启动理赔应急预
案，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流程，集
中力量做好查勘定损和赔付工作。同
时，分公司班子分头带队赶赴受灾最严
重的潍坊、东营等地，现场指挥抗灾救
灾和理赔查勘工作。

其中，作为潍坊市民生综合险的承
保方，中华保险潍坊中支承担了寿光纪
台镇的查勘定损任务，中支班子成员全
部靠前指挥，分头带队逐村逐户查勘定
损。8月23日，潍坊中支还在全市系统内
组织“抗洪救灾献爱心”募捐活动，中
支机关及各支公司积极响应，当天募集
善款近3万元。

据了解，此次灾害涉及全省16个市，

受灾农作物包括玉米、棉花、大豆、水
稻等，中华保险山东分公司调集力量加
快查勘定损速度，利用无人机、卫星图
等技术提高核损效率，第一时间掌握第
一手资料，确保理赔工作准确、迅速，
应赔尽赔。同时，积极配合当地农业部
门做好宣传工作，特别是做好灾后减灾
防损的宣传，如倒伏急救、病虫害的防
治等。

记者了解到，中华保险潍坊临朐支
公司组织农险专业小组在第一时间深入
现场查勘灾情，主动走访慰问受灾的奶
牛保户，对受灾奶牛损失程度进行详细
勘察定损、登记，并向受灾保户详细讲
解国家政策性奶牛保险相关知识；东营

中支组织人员分别奔赴东营史口镇组织
各村协保员举办专项培训，对农作物投
保政策、报案及理赔流程、验标相关流
程及理赔单证填写要求等作了详细的讲
解说明，将惠农政策及时传达给村民；
临沂中支第一时间开通绿色理赔通道，
现场收集理赔资料，争取在最短时间内
将赔款打到菜农的银行卡中，以解燃眉
之急。

同时，中华保险山东分公司还积极
施救水淹车辆，提升客户体验。该公司
理赔部协调调集救援车辆紧急赶赴受灾
严重的东营等地，并安排理赔部门经验
丰富的理赔人员支援、指导各市的水淹
车案。

□记者 李铁 通讯员 程昊 孙晓东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年来，平度市大力开展“商标兴

市”，形成了“重点突出、梯次发展、多点开花”的商标
发展局面。企业和个体户逐渐由“傍名牌”变为精心经营
自己的商标、品牌，产业发展模式也开始由“给他人作嫁
衣”的低端产业向自创品牌、给自己打工转变。目前，该
市有效商标注册总量7695件，预计到今年年底将突破1万
件。

随着葡萄节开幕，平度大泽山迎来了一年中的忙季。
印有“大泽山”商标的紫葡萄，运往全国各地，成为人们
舌尖上的美味。大泽山葡萄协会负责人兴奋地说，“大泽
山”成为驰名商标后，大泽山葡萄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进一步提高，也让大泽山葡萄果农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
提升。

不只是驰著名商标、地理标志商标、马德里商标等
“高大上”品牌，普通商标也成为带动产品发展、促进经
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新势力”。近年来，平度市大力开展
“商标兴市”，形成了“重点突出、梯次发展、多点开
花”的商标发展局面。企业和个体户逐渐由过去“傍名
牌”变为精心经营自己的商标、品牌，产业发展模式也开
始由“给他人作嫁衣”的低端产业向创自己的牌子、给自
己打工的朝阳产业转变。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平度市新
申请注册商标2081件，比去年同期增长64%。

放开贷款规模 延长贷款期限 实行利率优惠 实施收费减免

农行全力支持寿光灾后重建

中华财险打出抗灾救灾组合拳

万件注册商标
为平度注入发展新活力

左图：农行山东省分行捐赠救灾物资，右上图：华保险参与抗灾救灾，右下图：中华保险第一时间深入现场查勘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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