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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宁县西交口乡阳塔村村民王军
科的养殖场，5栋羊棚有序排开，“咩咩”
声不时传出。走进一看，只见几只小羊在
羊圈外来回跑动，羊圈内的羊群脖子伸
进食槽内咀嚼着美味的草料。看着满圈
的羊群，王军科高兴地说：“现在养殖场
的发展已步入了正轨，这些都是我的‘宝
贝’，只要把它们照顾好，我的致富路会
越走越好。”

“王师傅，目前养殖场有多少只羊
啊？”“现在存栏有800余只，发展得很好。”
日前，乡宁农商银行西坡支行副行长董茂
祥走进王军科的养殖场进行上门服务，并
向其了解养殖场的发展情况。对于西坡支
行，王军科的内心始终充满感激，他说：

“要是没有西坡支行的大力支持，我的养
殖场就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

今年41岁的王军科虽然养羊只有4
年时间，但他的养殖规模在当地已经小
有名气。曾经，王军科做过汽车修理师
傅，经营过运输车，随着运输市场的不景
气，他有了转行的想法，“以前经营运输
车时，不仅累，而且风险也比较大，再加
上遇到了市场不景气的情况，我便想着
再谋出路。”有想法的王军科很快便确定
了新的发展思路——“搞养殖”。

2021年，行动力强的王军科在想好
自己的发展思路后，便立即开始在市场
上进行考察。但初入养殖行业的他就碰
到了难题。“刚开始以为养殖很好干，没
有想到第一次接触就遭到了打击。”王
军科说，他在外地买回100只羊，本想着
边育肥边繁育，但由于买回来的羊群品
种不好，产崽率不高，导致他投入和产
值不成正比，使得他第一次养殖就遭到
损失。面对这种情况，王军科虽然灰心，
但他觉得自己选择了就要坚持下去。于
是，他又开始在周边调查了解养殖大
户，在他的坚持下，他了解到襄汾县有
一家养殖场发展得不错，他便前往学习
考察，在经过半个月的学习了解后，他
又重拾了信心。

2022年，王军科在襄汾县的养殖场
购回了150只羊，经过精心管理，第一次
产出的羊羔就达到了 240只，虽然最后
只成活了 210只，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
良好的开端，“基本上每只母羊一次性能

产两胎，由于我的养殖技术还是不过关，
导致小羊羔受到了损失。”在随后的时
间，王军科一有时间就通过手机以及技
术人员学习养殖技术。

如今的王军科，在养羊的过程中愈
发得心应手，对养殖场内的羊群更是了
如指掌。“养殖场内的品种主要是夏洛莱
和湖羊，这两种羊不仅繁育率高，而且出
肉率也高。”王军科说着养殖场的发展情
况，养殖场的发展模式是自繁自育。而且
由于养殖场在当地是规模最大的，能够
大大满足收购的需求，所以基本上不愁
销路。他说：“只要养殖场里的羊到了出
栏时间，就有收购商打电话联系，直接上
门收购。”

“能够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多亏
了西坡支行的大力支持。”王军科说，
2021年，他当年建起羊棚，买回羊群，使
得他的资金捉襟见肘，没有足够资金购
买饲料和草料。在他一筹莫展时，突然想
起西坡支行。随即，他立即来到该支行的
信贷大厅向工作人员说明自己的情况。
经过仔细审核后，张军科符合授信条件，
西坡支行很快便为其授信了40万元，满
足了他的需求，“这几年我一直在循环使
用，非常方便，帮了我很大的忙。”张军科
说。

在养殖的过程中，羊群的饲料和草
料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这些对王军
科来说都是小困难，他说：“都是政府的
政策好，养殖场最重要的是要有充足的
草料，但我存草料时会得到政府的补贴，
这就帮了我不少忙了。”不仅如此，养殖
场的羊粪卖出去后，每年都能满足支付
工人的工资，又节省了一部分开支。他高
兴地说：“虽然现在羊的市场行情不是很
好，但平时的支出较少，这就让他有足够
的利润经营养殖场。”

“每年，3月到8月是市场的淡季，到
了 8月以后羊群的出栏率越来越高，隔
一段时间都能出栏一批。”王军科说，每
年，他的养殖场能够繁殖 1000余只羊，
使得养殖场能够有序生产。提起未来的
发展，王军科说：“我会继续精心管理好
养殖场，有农商银行的支持，我会继续扩
大养殖规模，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我们
养殖场的羊。”

“冯总，今天库里进了多少货？还有新的果
商需要支持吗？”“昨天大概是几十万斤，今天收
的量还没统计。现在收购刚开始不久，和我这边
有 合 作 的 果 商 正 在 收 购 ，许 多 人 需 要 资
金。”……近日，吉县农商银行中垛支行客户经
理高鹏再次走进吉县晋吉果蔬开发有限公司大
院内，只见大小货车挤满了大院，一箱箱苹果正
被工人依次搬进冷库。公司负责人冯占学对高
鹏的到来早已习以为常，“苹果采摘季他们几乎
天天来，为的就是及时给我们经营果库的企业
提供支持。”

这家位于吉县两满池村的果库建于 2016
年，负责人冯占学是土生土长的中垛人，自小
与苹果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跟着父母种
苹果，后来我自己做过苹果经纪人，为了干一
番事业，结合当时市场的需求，我瞄准了冷库
这个生意，既可以存储苹果，也可以后期作为
收购销售蔬菜的仓库。”冯占学说，他不仅成立
了公司，而且一次性建成 6 个平均存储量达
120万斤的冷库，由于待人热情、诚信经营，逐
渐吸引了周边众多果农前来存储自家苹果，外
地的果商也选择就地存储，让他的果库生意日
渐红火。

“虽然之前我的生意一直不错，但是真正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在吉县农商银行推出‘苹
果仓单质押贷款’后发生的。我们既是果商和金
融机构之间的桥梁，同时也是保障桥梁稳固的
中坚力量。贷款发放后，果商能立刻把钱支付给
果农，果农对果商和果库增加信任度，我们还能
让果农提前赊账购买化肥，并提供一些技术指
导，果农能够安心种植，苹果品质、产量得到了
稳定提高。这不前几天，我帮来自深圳的果商申
请到了290万元贷款，让其能够放心收购苹果，
这也是我们能长期合作的秘诀。”冯占学介绍，
每年收购苹果的季节，和他合作的许多果商都
会依靠吉县农商银行的“苹果仓单质押贷款”保

障收购的顺利完成。
今年为了减少人工投资，冯占学定制了一

批货架，吉县农商银行为其办理了 450万元的
企业贷款予以支持。“这种货架的特点是可以直
接实现机械化运输，苹果入库前放入这个可容
纳 800斤苹果的筐子里，然后直接用叉车托起
送入冷库，为我节省一半的人工，要不是有吉县
农商银行的支持，我还不能一下子发展到这么
先进的程度呢。”冯占学笑着说道。

时至中午，果库院内仍有人进进出出。村民
左师傅开着自家的农用车进了吉县晋吉果蔬开
发有限公司院内，径直找到正在忙活的冯占学。

“冯总，有果商要买 100件苹果，看能直接快递
发走吗？”“左师傅，你这生意挺好，我马上安排
人帮你出库，咱这就能发快递，肯定不会耽误你
的事。”冯占学说完，领着左师傅向库房走去。

“以前开始采摘苹果的时候，好多果农每天都在
果园里等待客商，但这种合作方式变数很大。”
左师傅说，有时候客商给点订金，一连多天不见
音信，眼睁睁地错过了一拨拨买主，还被客商压
价。后来把苹果存进果库后，既延长了果子的储
存时间，又提高了销售苹果的收益。

“除了像左师傅一样自己找到销路的果农，
我们公司也会帮果农销售。鲜果销售，尤其是大
贮量果库吞吐储存，需要很多周转资金。”安排
好出库后，冯占学表示，公司保鲜库总贮藏量
720万斤，每年除了为各地果品营销商贮藏苹
果之外，他还要收购储存大量苹果，需要大量收
购资金。有了吉县农商银行的扶持，不再为资金
犯愁，心里很踏实，能走好发展之路。

冯占学感慨地说：“金融力量像源源不断的
活水，为我们企业注入发展动力，我们要继续发
展壮大，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在吉县农商银行
金融力量的鼎力支持下，冯占学的企业做大做强
了，他也有了新的打算，去年流转了180亩土地，
计划尝试种植县里引进的矮化密植苹果树。

他们穿梭于田间地头，为农业生产
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他们出现在
街头巷尾，为商户经营带去蓬勃的发展
动力；他们走进小微企业，以灵活多样的
金融产品和贴心服务，助力企业茁壮成
长……今年以来，霍州农商银行普惠金
融部以坚持支农支小、做小做散的工作
导向，以昂扬之姿担当“急先锋”，做实普
惠金融，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截至目
前，该部今年新放贷款4500万元，支持了
众多小微企业、商户、农民发展致富产业。

下沉一线精准对接
普惠金融部是霍州农商银行适应形

势发展成立的新部门，担负着将普惠金
融送到每个群众身边的重任。面对人员
不足、业务零基础等严峻挑战，普惠金融
部不等不靠，积极行动，通过开展清单化
专项管理、网格化精准服务等有效措施，
努力实现市场主体的精准有效对接。

“不会干？那就边学边干！时间不等
人，群众更不可能等你学会了才来办业
务。”普惠金融部总经理武荣丽回忆，该
部两名员工是今年年初才转岗到信贷
岗，虽然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对信贷
业务不太熟悉、实际操作技能较差。为了
尽快让他们提高业务能力，我采取“一带
一帮扶”模式，由经验丰富的员工带领新
人，每天手把手地教，在传帮带的过程中

使业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普惠金融部抓住总行与霍州市政府

合作建设“智慧霍州”项目的有利时机，
武荣丽亲自负责对接企事业单位，其他
人负责对接村委、社区、商户等，通过深
入沟通协调，强化与企事业单位、村委、
社区的信息沟通，获取企事业单位员工、
农户、社区居民信息，建立更加精准的客
户信息数据库，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对客
户信息全覆盖。

哪家喂了多少猪、哪家有几亩苹果
地、哪个企业有扩大规模的计划……普
惠金融部人手一个笔记本，详细记录着
每一户群众、商户、小微企业的信息。他
们用脚步“丈量”大地，只要知道哪个单
位、街道办、村庄有活动，都会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无论路有多远、多难走，都挡
不住他们下沉服务的热情。

科技赋能提升效率
“晓磊，我用咱行的收款码挺长时间

了，最近进货量大需要的资金较多，你看
我能办个贷款吗？”“陈师傅，应该没问
题，你来扫我这个贷款申请码试试。”近
日，在霍州市城区的一家烟酒店里，店主
陈师傅用手机扫了客户经理贾晓磊手机
上的二维码开始进入贷款申请流程。贾
晓磊在手机上通过收集资料、线上审核
等流程，很快为陈师傅成功办理10万元

贷款。高效便捷的办理流程赢得了众多
群众的称赞。

霍州农商银行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
的挑战与机遇，积极拥抱科技、推动数字
化转型。普惠金融部充分利用总行开发
的数字化平台，推动业务发展。“我们在
全覆盖获得客户信息的同时，对信息进
行网格化管理，每名客户经理都要责任
到人，以基本信息、道德品行、还款能力、
收入情况等为标尺，对客户进行精准画
像，搭建客户授信模型，测算客户可贷金
额、贷款利率，并匹配适合信贷产品，以
行政事业单位、村委为媒介，为符合条件
的群众进行批量授信。”武荣丽介绍，普惠
金融部全员认真落实好“一线工作法”，以

“定人员、定网格、定目标、定责任”的网格
化营销为基础，管户经理定期走访，积极
与群众联系沟通，在拉家常中获取有效信
息，全面扩大金融服务“朋友圈”。

优化服务赢得民心
“王老板，您好啊，近来生意咋样？晋

享 e付收款码用的还好吧？”“叔，我是咱
霍州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这是我的名
片 ，有 任 何 金 融 需 求 都 可 以 联 系
我。”……无论夏日炎炎还是三九寒冬，
普惠金融部工作人员总是会出现在霍州
市城区的大街小巷，铆足干劲儿开展“地
毯式”市场主体对接工作。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做服务有个秘诀，那就是要做到‘察
言观色’，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现场答
疑中，通过老百姓的言行举止、咨询问
题，发现他们的需求，针对性推荐合适的
金融产品，满足他们的需求。”武荣丽笑着
说，做好服务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如果服
务做不到位，付出再多努力都有可能是浪
费时间。只有不断提升群众的体验感，才能
让群众养成有了需求就找普惠金融部的习
惯，既吸引“回头客”，也争取到新客户，让

“百姓银行”招牌越叫越响。客户经理高晓
伟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她说：“什么是好服
务，其实我最开始也是很生硬地在给人家
介绍我们的产品，后来跟着前辈们学习了
一些沟通话术，长时间的历练下来我明白
了，好服务是老百姓说好才算好。”

“我们的脚步始终在普惠金融一线，
为真正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米’贡献力
量！”武荣丽信心满满地说，普惠金融部
将坚持“三个牢牢把握”，深入践行普惠
金融理念，用“金融活水”灌溉乡村振兴
沃土，争做“做业务最实、与百姓最亲、离
农村最近”的新时代农信人。

“要不是农商银行的同志及时帮助，我的几千元就没了。这锦旗
你们当之无愧！”近日，一位老人捧着一面印有“金融卫士”的锦旗走
进洪洞农商银行冯张分理处营业大厅，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连连感谢。

老人名叫关凤英，提起自己的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那天我误
点了手机上的一个链接，没想到钱就被扣了，我急忙跑到附近的冯张
分理处，寻求银行的帮助。”关凤英说，综合柜员王琼看到她惊慌失措
的样子，赶紧走上前详细了解情况。

“经过短暂沟通，我了解到，原来关阿姨在手机上误点了一个保
险链接，在短时间内不断收到扣款提示，看到几千元钱被扣，老人很
是着急。当时我就判断，关阿姨可能遭遇了网络诈骗。”王琼回忆道，
面对这一情形，她立即向网点负责人进行汇报，同时耐心安抚老人。

为了帮关阿姨解决问题，王琼和同事一起尝试与对方沟通，但几
经沟通对方态度强硬，拒不配合。“好好说的方式行不通，我们就想出
来一个办法，我和同事一起演起了阿姨的女儿，我们在电话里跟对方
说，‘我是当事人的女儿，现在由我同你交涉，请立即退回我妈的款
项，不然我就报警’。听见我们态度坚决，对方态度逐渐缓和，并称 3
个工作日内会将扣款退回。”王琼说，她们也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退
款的可能，没想到过了半小时，关阿姨的手机上就收到了退款信息。

“阿姨，以后不能随便点手机上的链接，想要办理保险让家人去
官方网站或者正规网点。”“正规保险机构绝不会给咱老百姓发送任
何违反保险法律法规的短信，也不会授权任何组织、机构或个人发送
所谓的‘自动扣费’短信，千万不能相信。”在帮助挽回经济损失后，王
琼和同事又向关阿姨和大厅内的群众做起了反诈知识宣传。

冯张分理处负责人张国强表示，此次堵截电诈事件赢得了群众
的赞扬，也再次检验了洪洞农商银行日常各种防诈识诈培训的成果。
下一步，冯张分理处将持续开展反诈骗宣传工作，用实际行动当好

“金融卫士”，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这几天太辛苦你们了，为我的事跑前跑后，每次还车接车送，真
的很贴心。”“以后有啥需要的您就给我们打电话，虽然您的儿女不在
身边，但咱们也是一家人！”……陈大妈脸上早已没有初见时的愁容，
更多的是对尧都农商银行屯里支行工作人员的感激。这是不久前在
尧都农商银行屯里支行营业厅发生的一幕。

“近期我们一直在开展库存社保卡余额账户清理工作，针对长期
未领取的库存社保卡进行‘清零’，在清理过程中发现，屯里镇屯里村
有一个社保卡账户余额还有1000余元，于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联系
客户，让其到柜台办理销户，没想到对方说她没有身份证和户口簿，
而且在随后的几次联系中都一直是拒不配合。”回忆起当初的情景，
屯里支行行长崔勇琴说，这看似平常的工作中，没想到却上演了一场
充满曲折的故事。

社保卡所有人陈大妈一开始拒不配合，到后来连电话都拒接。面
对这种情况，屯里支行工作人员积极联系屯里村村委会核实其相关
信息，查询到陈大妈常年不在村里居住，无法提供更多有效信息。“工
作开展不下去了，没办法我们工作人员只能一家家走访，偶然得知陈
大妈长期在市区住。在获得新住址后，工作人员马不停蹄上门沟通。
但陈大妈还是嫌麻烦不愿意配合，我们只能耐心地解释。”崔勇琴表
示，工作人员通过耐心解释，让陈大妈理解了屯里支行账户清理的原
因，陈大妈也终于说出了不愿配合的真实原因。

原来陈大妈早期有两个户口、两个身份证，在派出所开展户籍整
合及集中专项清理时，对农村户口进行了销户，目前使用的身份信息
与原先的社保卡信息完全不同，导致业务无法办理。“阿姨，你需要开
具相关证明，尽快办理账户清理，不然的话会影响您其他银行卡的使
用。”听到工作人员的话，陈大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却面露难
色。由于陈大妈年龄大了，儿女外出工作常年不在身边，对办理相关
证明等一干事宜感到困惑和无助。工作人员觉察到了她的情绪，于是
着手帮其办理。从咨询业务办理的流程、了解当前户籍新规、与相关
部门沟通对接、辗转多地商议协调，历时18天，最终在陈大妈原户籍
地派出所成功开具了《注销户口证明》。屯里支行依据规定对陈大妈
的账户成功进行销户，将卡上的全部余额交到她的手中。

“虽然过程十分曲折，但既帮助客户解决了困难，又在我们彼此
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辛苦还是很值得的。”崔勇琴表示，做优服
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份承诺，屯里支行将继续秉持以客户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用真诚与专业为每一
位客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贴心的金融服务，树立起金融行业服务
新标杆。

近日，在襄汾县南辛店乡无姨村村
民陈志远的蔬菜大棚内，绿意盈盈、生机
盎然，绿油油的叶片间点缀着朵朵黄花，
叶片下鲜嫩的西葫芦长势喜人。陈志远
和几名村民正忙着采摘、称重、打包……
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陈师傅，西葫芦
长得真好，这些都是预订出去的吗？”“是
啊，一会就有车上门拉走，省了不少事
呢。”看着笑容满面的陈志远，开展上门
服务的襄汾农商银行南辛店支行行长张
彦红向其了解经营发展情况。

今年 46岁的陈志远种植大棚蔬菜
已有 10年时间。2014年，当时的他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看到村里的老百姓大多
都是以种植普通农作物为主，经济收入
低，内心十分着急。为了带领大家走上致
富道路，他和村两委班子积极开拓，寻找
出路。经过多番调研考察后，村里确定了
种植大棚蔬菜的路子。回到家的陈志远
很快在村里建起 4座大棚种植西红柿、
黄瓜等蔬菜，为周边村民做表率。

为了种好大棚，在建设之初，陈志远
就在大棚内铺设了滴灌管道，不仅节约
水，还最大程度保证了蔬菜的需水量。同
时，他还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种
植。通过精心学习和努力，他的大棚蔬菜
种植蔬菜技术越来越成熟，发展一天比一
天好。“虽然当时比较辛苦，但是，有付出
就有收获，大棚蔬菜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
不错的。”陈志远说。看到陈志远的大棚蔬
菜经营红火，很多村民开始陆陆续续投身
到大棚蔬菜种植中，无姨村逐渐成了周边
有名的大棚蔬菜种植村，许多村民依靠大
棚种植走上了致富路。

陈志远的大棚蔬菜种植技术越来越

专业，他也在不断扩大规模。今年大棚数
量发展至14座，每个大棚长100余米、宽
10米。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村民基本
种植的都是西红柿和黄瓜等蔬菜。“种植
大棚蔬菜，需要的人工数量较多，我们村
种植大棚的村民不在少数。遇到忙碌的
节气，经常找不到人干活，大棚内的工作
就会耽误。”考虑到种种因素，陈志远决
定种植与大多数村民不一样的蔬菜，经
过他的考察，认为种植西葫芦非常适合
他的想法。于是，在2023年，他的大棚内
全部种上了西葫芦。

每天早上 5时左右，陈志远和妻子
总是会准时出现在大棚内，细心观察西
葫芦的长势。“虽然种植大棚蔬菜时间
长，但是，我种植西葫芦还是第一次，必
须要精心照顾。”在陈志远的精心管护
下，西葫芦种植情况持续向好。“在大棚
内种植西葫芦，温度最好控制在 18℃到
25℃，而且还要及时吊秧，这样西葫芦在
种植一个月后就能够开始挂果采摘。”提
起西葫芦的种植，陈志远讲得头头是道。
如今，陈志远种植西葫芦的经验逐渐成
熟，“每年3月和7月各种一茬，能够很好
地把大棚利用起来，提高了经济效益。”
陈志远说。

陈志远在发展大棚蔬菜的过程中，
对南辛店支行充满了感激，“现在能够发
展得这么好，多亏了南辛店支行的资金支
持。”原来，在2014年，陈志远建设大棚初
期，就碰到了资金困难问题，在当时的南
辛店信用社获得了10万元贷款，及时解
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如今，为满足陈志远
扩大蔬菜种植规模的需要，南辛店支行给
他授信了20万元，以备不时之需。

本报讯 近日，曲沃农商银行工会邀
请专业中医团队，为员工进行常见病诊疗
咨询。同时，工会购置了两台理疗仪，帮助
员工缓解身体疲劳、肌肉酸痛等问题，使
广大职工以健康的身体、饱满的精神、充

足的干劲投入到各项工作之中，提高了团
队的向心力和员工归属感。（本报记者）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霍州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部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潘华玲

农信 简讯
本刊邮箱：lfrbnxzk@163.com 本版责编：李 慧 本版校对：张 晶

农信 聚焦

襄汾农商银行南辛店支行——

服务进大棚 菜农乐开怀
本报记者 刘文军

农信 故事

乡宁农商银行西坡支行——

授信做后盾 助农发“羊”财
本报记者 刘文军

竭尽全力挽损失
本报记者 潘华玲

历时18天的服务
本报记者 潘华玲

金 融“ 贷 ”动 产 业 兴 旺
——吉县农商银行支持晋吉果蔬公司发展

本报记者 潘华玲

年年逢重阳，岁岁皆平安。重阳节期间，全市各农商银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大
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氛围。图为古县农商银行邀请职工父母
和老年客户开展“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主题活动，为老年朋友进行健康咨询、中医把
脉、测量血压等，关爱老年人健康。 本报记者 摄

本报讯 近日，以“价值创造 高质
量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为主题的“2024
年农村金融转型创新交流会”在福建泉
州举办。安泽农商银行凭借“13710”督

办系统，在“2024农村金融转型创新案
例”征集活动中荣获“2024农村金融优
秀科技创新机构”称号。

（本报记者）

安 泽 农 商 银 行 喜 获 殊 荣

曲 沃 农 商 银 行 关 爱 员 工 健 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