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厦门市“农行杯”首届乡村
创新创业大赛成功举办。

▼厦门农行工作人员走进大棚了解
农户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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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厦门农行不断
深化政银合作，在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工作上实现了多个
新突破：成功入围福建省首
只乡村振兴基金定向合作银
行，引入社会资本、整合产业
资源，支持省内乡村振兴各
类项目；与同安区政府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聚焦乡村振
兴、新城开发等发展重点领
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金融
服务；与市农业农村局共建
厦门市集体资产管理平台，

“三资”平台管理功能实现岛
外四区全覆盖；助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扎实成
效，全行完成消费帮扶直接
购买近300万元、帮助销售近
1200万元。

今年来，厦门农行进一
步融入厦门市乡村振兴规
划，加大政银企合作力度，创
新服务模式，凝聚多方力量
共同支持乡村振兴。一方
面，该行积极推进“财政+金
融”模式落地，主动对接各区
农村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
按照“一区一方案”制定专项
金融服务方案，重点支持高
标准农田建设、大棚冷链现

代农业设施建设、城中村改
造、种业振兴和乡村旅游等
领域，服务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与
厦门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合作，并联合农银子公司
以及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等，
共建农业投贷联动机制，支
持涉农科创企业经营。值得
一提的是，在岛外支行与12
个村居实现党建共建的基础
上，厦门农行正推广“镇、站
（办）、村”三级金融助理模
式，选派更多员工到街道办
事处、村居担任金融助理等
职位，落实落细基层服务。

“随着厦门市‘金融支农
联盟’平台的成立，我们将在
做好农业招商引资和‘三资’
管理平台推广的同时，发挥
联盟力量，主动参与集体产
权制度、股权质押融资等改
革和创新。”厦门农行相关业
务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该行
还将围绕村庄规划、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人居
环境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融合发
展等重点领域做好服务，助
力和美乡村建设。

政银企三方聚力 我市“金融支农联盟”成立
厦门农行担任首轮会长单位，持续以高质量金融供给，服务我市乡村振兴

本版文/本报记者 严明君
本版图/厦门农行 提供

（除署名外）
昨日，我市21家主要涉

农银行、保险等机构共同成
立了厦门市“金融支农联
盟”，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市
分行（以 下 简 称“ 厦 门 农
行”）担任“金融支农联盟”
首轮会长单位，并与厦门市
农业农村局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与厦门银鹭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
协议。

作为厦门市“金融支农
联盟”的重要组成力量之
一，当前，厦门农行围绕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紧扣总行

“服务乡村振兴的领军银
行”发展定位，持续推进金
融创新、加大信贷投入、提
升服务质效，以高质量金融
供给，全力服务粮食安全、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创
业致富、和美乡村建设、数
字农村场景建设等重点领
域，努力打造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城市样板行，助力厦门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走好有特色的农业农村
现代化之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以厦门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厦门农行围绕乡村产业发
展规划，不断加大涉农信贷支持力
度，提升乡村产业金融服务水平。截
至今年6月末，厦门农行涉农贷款余
额较2022年初增长了27%，其中“惠
农e贷”贷款金额超3亿元。

据了解，厦门农行把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摆在首位，组合运用
惠农系列产品，支持岛外农业经营主
体的大棚、冷链和圈舍建设；创新市
场化企业承贷、综合经营收益还款等
融资模式，并加大对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支持力度。

以产业龙头为抓手，厦门农行重
点跟进农业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主体，
提供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服
务，探索“农业供应链+惠农e贷”专
项建档业务发展模式，惠及产业链上
下游各类经营主体，同时，加强对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
主体进行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

支持，助力“一村一品”产业发展。目
前，该行对全市54家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的授信覆盖率达59%，授信金
额超过58亿元。

近年来，厦门农行持续支持农村
高质量建设一批优质集体经济发展
项目，帮助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增强
农村造血功能。据了解，在为湖里区
江村社区落地了全市首个以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作为融资主体的农村集
体发展用地贷款后，该行还为湖里区
马垅社区落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流动资金贷款，为湖里区五通社区落
地美丽乡村建设贷款。

围绕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共同富
裕的需求，厦门农行通过推进“惠农e
贷”，积极开展配套金融服务，已落地

“惠农e贷”2000户，帮助越来越多村
民经营发展、增收致富；依托厦门市
金融系统首家“妇女微家——悦LU·
妇女微家”，融合市妇联及各行业资
源，已落地妇女创业贴息贷金额超
300万元。

为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发展需求，
厦门农行持续健全完善组织体系，单
独设立乡村振兴金融部一级部，加强
对全行服务乡村振兴的牵头和组织推
动，还出台了加强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和东西部协作的专门实施意见，制定
29条具体落实措施，推动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展。

在服务渠道上，厦门农行着力打通
现有的物理网点、惠农通服务点、“三
资”平台和掌银等涉农服务渠道，推进

“三资”平台管理和厦门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惠农通服务点和乡村振兴特色网
点、智慧商圈建设和乡村振兴服务的

“三个有机融合”，构建完善线上线下融
合的一体化金融服务渠道，提升乡村振
兴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覆盖面。

据厦门农行相关业务负责人介
绍，该行在推进“三资”平台全市覆盖
的同时，正加大与厦门市产权交易中
心合作力度，对接和参与厦门市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推动“三资”
管理平台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模块的
数据对接。

聚焦部分村民办业务难的痛点，
厦门农行网点主动向岛外新兴镇街、
新兴工业园迁址，在同安军营村、集美
坑内村、海沧锦里村、翔安黄厝村开设

“金穗惠农通”智慧服务点，在洪塘支
行和郭山村便利店落地“e政务”便民

服务站，进一步延伸服务网络，帮助更
多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办业务”。在已
有的同安洪塘支行“乡村振兴”特色网
点样板基础上，今年厦门农行将在岛
外支行再打造多个数字化水平高、服
务质效优的“乡村振兴”特色网点，因
地制宜丰富乡村振兴便民服务渠道，
并与同安农银村镇银行协同联动，深
入开展“支农支小”特色服务。

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厦门农行不
断开发更加多元的“三农”服务模式。
该行开创“农业碳汇+数字人民币+乡
村振兴”新机制，先后主办了全国首场

“农业碳汇交易助乡村数字人民币万
人购”活动，携手同安区农业农村局、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在宁夏泾源县新民
乡举办了全国首次“闽宁协作”农业碳
汇交易签约仪式，吸引众多集体和个
人参与乡村振兴。今年，该行在市委
乡村振兴办的指导下，联合市农业农
村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
厦门市“农行杯”首届乡村创新创业大
赛，助力更多人才、项目、资源聚集乡
村。当前，该行正积极把农村“土特
产”、特色旅游、民宿、农家乐等新农村
经济业态引入厦门农行“鹭享惠”、农
行到家、乡村振兴专区等场景平台，在
乡村振兴专区建立专门场馆，把商户
和客户连接起来，更好地服务广大农
村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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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农行
党委书记、行长
吴刚宣读成立
“金融支农联盟”
倡议书。

▲集美区后溪镇二农社区埭溪桥社
入选“2022乡村振兴实践案例”。

（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厦门农行工作人员向农户介绍
厦门市集体资产管理平台。

▼ 活 动 现
场，我市21家主
要涉农银行、保
险等机构签订联
盟倡议书，共同
成立厦门市“金
融支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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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厦门农行工作人员上门为村民办
理金融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