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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银行业协会 共同主办

赵春光，男，39岁，经济学
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农
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农户金融部经
理，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曾在《农村金融研
究》、《城乡金融报》等刊物和
报纸发表论文十几篇，其中两篇
分别获中央金融工委和农总行优
秀论文一等奖。

在服务“三农”方面使命
感、责任感强，按照面向三农、
服务县域的市场定位，持续拓展
农村蓝海市场，积极出谋划策，
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深入基层，
深入农户，用实际行动服务“三
农”。按照“服务到位、风险可
控、发展可持续”的要求，积极

配合部门负责人，以惠农卡推广
和农户小额贷款营销为重点，不
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用
卡环境建设，强化风险控制和基
础管理，持续改进和深化“三
农”金融服务，以扎实的工作赢
得了大家的充分认可。

为改善农村支会结算环境，
按照总行要求，面向广大农村和
农民，推广了金穗“惠农通”工
程，以“惠农卡+电子渠道”作
为基本模式，在县域农村地区，
以惠农卡为载体，以服务点为依
托，以电子渠道为平台，以流动
服务为补充，以提高农村基础金
融服务覆盖面为目标，全面推进
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建设，为惠农

卡持卡客户提供足不出村、方便
快捷的金融服务，设立金穗惠农
通工程服务点25000多个，乡镇以
下布放电子机具140000多台，进
一步畅通了农民工支付结算的渠
道，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金融品
牌。

发现并推广寿光、平邑等服
务“三农”的新模式，创造了惠
农一卡通、物流园卡等服务“三
农”的新产品，使广大农民工享
受到了方便、快捷、高效的现代
金融服务，得到了人民银行和农
总行的高度评价。被评为全省农
业银行农户金融业务先进个人，
连续三年被评为山东分行机关先
进个人。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21 日从
中国银监会了解到，截至今年 9 月
末，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
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
村金融机构858家，其中村镇银行
799家。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以来，银监会坚持面向“三农”、
数量服从质量、重点布局中西部县
域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村镇银行

组建工作。前9个月，银监会共核
准18家银行业机构发起设立187家村
镇银行的规划，其中75%在中西部
地区。

据介绍，2010年和2011年是村
镇银行设立较多的年份，分别为
201家和286家。

民间资本是组建村镇银行的主
要力量。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
末，在村镇银行477亿元股本构成

中，民营资本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
约为74%，持股金额比去年末增加
82亿元，不少民资控股的银行业机
构成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

今年5月，银监会出台《关于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
实施意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村
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将村
镇银行主发起行最低持股比例由
20%降低为15%，并明确在村镇银行

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后，主发起行
可以与其他股东按照有关原则调整
各自的持股比例。

出于防范风险及保护存款人利
益等因素考虑，银监会要求“银行
业金融机构作为村镇银行主发起
人”，确保村镇银行股东具备持续
履行义务、防范经营风险的能力。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村镇银
行主发起人的审慎要求并非针对民

资，而是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情况
下，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
益的重要措施。

据介绍，已开业的村镇银行发
展平稳健康。截至今年6月末，全
国已开业村镇银行资产总额为3190
亿元，资本充足率达28 .6%；贷款
余额1782亿元，农户和小企业贷款
余额分别为600亿元和841亿元；不
良贷款率0.2%，拨备覆盖率860%。

我国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858 家
银监会要求确保村镇银行股东具备持续履行义务能力

◎金融专家风采

带着使命感服务“三农”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农户

金融部经理 赵春光

走进郯城县泉源乡新农村建
设示范村南毛村，种烟大户毛登
华就打开了话匣子：“要说信贷
多重要，我最有发言权”。

南毛村地处山区，干旱缺
水。“贫困户，泥瓦房，十年九
旱等救助，光棍扎堆无门路，躺
在床上想媳妇”，这是昔日南毛
村的真实写照。如今南毛村大力
发展黄烟生产，全村建起 6 个黄
烟育苗大棚， 50 多个现代烤烟
炉，种植黄烟 600 多亩，仅此一
项，全村年收入 250 多万元，户
均收入 1 . 5 万多元，不少贫困户
盖起了楼房，购买了电脑、空调
和冰箱等家电，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这都亏信用社的信贷支
持，泉源信用社每年都有 200 多
万元的资金投入，使我们的烤烟
生产实现了零投入。”毛登华
说。

建设新农村，需要诸多的配
套措施，其中资金支持、信贷服
务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没有资
金和信贷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步
伐就会受到桎梏。近年来，泉源
信用社通过打造三个创新，为当
地群众提供高质量的信贷服务。

首先是信贷“担保”形式创
新。改变“人和户”的传统担保
形式，担保形式进一步拓宽，采
用农民专业合作社、行政事业人
员、农村订单企业为农户提供保
证担保，两证齐全的房屋、以招
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
的荒地、荒山、荒丘等承包经营
权、易于估价的林权等都纳入担
保体系。

其次是信贷“品种”创新。
信贷服务对象范围除了农民个
体，各类民营企业之外，还推出
面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加
工、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科
技等一系列信贷品种。

三是信贷“环境”创新。全
力推进“阳光信贷”工程，对工
作人员实行“三不”规定：不刁
难、不推诿、不延期，坚决杜绝
吃拿卡要现象，在城乡网点统一
操作流程，统一服务标准，采取
“集中办公、阳光操作、承诺服
务”的方式，对贷款办理过程实
行“三公开一监督”，即公开贷
款标准、公开发放对象、公开贷
款程序，接受社会监督。

(李学飞)

“信贷创新”

解金融困局

梁山县梁山街道在信用联社的资金扶
持下 ,种植磨盘柿子、苹果、水稻等经济
作物喜获丰收，成为一道靓丽的景观。图
为 10 月 14 日，农民孟庆辉介绍磨盘柿子
种植技术。

(杨玉建 闫晓娟 摄)

梁山联社

助力林果增收

本报讯 据央视消息，这十
年,我国的农村金融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提前一年实现了农村
金融服务在乡镇的全覆盖。

金融,简单的说就是资金的融
通。 2004 年的贺岁电影《天下无
贼》,青年农民工傻根因为不相信
银行服务，只能自己抱着一大包
现金回家过年。同样的提心吊胆,

不少农民朋友都经历过。这背
后，反映着我们一些地方的农村
金融服务还不够，网点少、缺资
金、服务种类也不全。

在农村，信用社是最主要的
金融机构。 2002 年到 2011 年 ,
我国农村信用社的网点从 6 . 1 万
个增加到了 7 . 4 万个。

而这十年 ,村镇银行、贷款

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些新型
农村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总数达到 781 家。

到 2011 年底,金融服务已经
覆盖到了全国所有的乡镇,这比计
划整整提前了一年。取钱、存
钱、汇款,以前要跑县城,现在镇上
就办了,即使咱们的农民兄弟要去
国外打工,也只需办张银行卡,汇款

就能及时打到家。
现在,农村的金融网点多了，

服务也全了，银监会的数字告诉
我们： 2007 年，全国涉农贷款余
额还只是 6 . 1 万亿元，而今年 6
月底，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
16 . 3 万亿元，这多出来的 10 万
亿，让更多的农民开始利用贷款
创收致富。

“农村金融服务”实现乡镇全覆盖
全国涉农贷款余额增至16 . 3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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