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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科的饭店面积不大，但却一直是
周边居民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临近饭点迎
来客流高峰，小店里座无虚席，每个桌上
都摆满了各种家常菜品：西红柿炒鸡蛋、
酸辣土豆丝、家常豆腐……搭配着香味扑
鼻的馍馍、金黄透亮的小米粥，大家边吃
边谈，品尝美味，满意而去。随即又是下一
波顾客的光临……这就是张自科“馍馍米
汤菜”饭店最日常的景象。

“临汾有好多饭店都叫‘馍馍米汤菜’
这个名字，但我这应该是临汾城里最早
的。”张自科对前来开展上门服务的尧都
农商行东城支行客户经理张晓博说，他开
中式快餐店十多年，与农商行合作了很多
年，金融力量是他小店发展的助推器。

张自科笑言：“刚开饭店那会儿，看着
别人家的饭店是这个菜系、那个菜系的，让
人看得眼晕。我觉得倒不如开一个男女老
少都喜欢吃的家常饭店。想到很多人都习
惯吃馍馍、喝米汤，再配上家常菜，于是我
决定开一个这样的饭店。”虽然饭店定位是
面向普通老百姓，但对于菜品的种类和口
味，张自科却一点也不马虎，他专门考察了
很多家饭店，然后再通过和厨师一起试做

精选，最终确定了合适的特色菜单。
“我这类小快餐店，优点是客源稳定，

受市场变化冲击小。缺点也比较明显，那
就是利润低。这些年本着薄利多销、诚信
经营的理念，我留住了很多老客户。这期
间经过了几次装修、增加设备，钱不够了
都是东城支行第一时间上门为我办理贷
款，让我的小店顺顺当当地发展。尤其在
疫情期间，我的小店也备受冲击，但幸好
有金融力量做后盾。”张自科说，疫情期
间，他的饭店营业收入锐减，但依旧需要
正常发放人员工资，这让他步履维艰。“东
城支行这么多年对我很了解，所以在线上
给我办了 10万元贷款，这笔资金不仅解
了我的燃眉之急，而且为我今年的生意打
好了基础。”张自科笑着说。

笔笔资金，是商户发展的动力与源
泉；次次赞许，是尧都农商人的收获与感
动。尧都农商行东城支行全员深入摊点、
商铺派送金融服务，着力破解商户融资
难、融资贵、收款繁琐等问题，为城市“烟
火气”贡献金融力量。夏日的夜晚，烟火气
点燃了城市的生活，也助力张自科的生意
蒸蒸日上。

在山西省关蜂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库房内，一盒盒制作
好的蜂蜜整齐摆放，空气中散发
着蜂蜜特有的气味，沁人心脾。
看着经过一道道工序加工完成
的蜂蜜产品，该公司的总经理王
庙发高兴地说：“在社会各界的
支持下，公司的发展已经步入正
轨。这多亏了乡宁农商行的贷款
支持，让我们的‘甜蜜’事业迎来
了好前景。”

关蜂实业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4月，坐落在关王庙乡太尔凹
村。太尔凹村地理位置较好，有着
丰富的山水资源和生态优势，村
里历来有养蜂的传统，目前有 20
余户村民从事蜜蜂养殖。但由于
销路不广，产出的蜂蜜卖不上好
价钱，导致养蜂没能成为一项富
民产业。“去年，我们几个朋友坐
在一块聊天，聊到村里的蜂蜜卖
不出好价钱这一窘境。我们便想
做些事情，拓宽蜂蜜的销路以增
加村民的收入。”王庙发说。

“村民们一般都是在家里自
己制作蜂蜜，蜂蜜的品质时好时
坏，而且价格不统一，这些都不利
于把这一产业做大做强。我们就
想把大家的蜂蜜收购回来，统一
加工制作、统一标价、统一销售。
这样不仅可以把村民的蜂蜜销售
出去，还能打出太尔凹村蜂蜜的
名气。”抱着这样的想法，王庙发
和几个朋友开始在网上查资料，
了解制作蜂蜜的生产技术、外出
考察市场……在他们的努力下，
很快注册了公司，并建起了制作
蜂蜜的生产线。

“单打独斗确实不如抱团取
暖，我们蜂农尝到了大伙共同发
展的甜头了。”太尔凹村 60岁的
养蜂大户张大爷介绍，他从事养
蜂已有20余年的时间，由于产量
小、缺销路，养蜂的收益并不高，
只能作为农闲时的一项副业。自
从关蜂实业公司成立后，公司统
一经营模式有效提高了蜂蜜价

格，让他对养蜂的信心越来越足。
严控质量关，制作好蜂蜜。关

蜂实业公司在收购蜂蜜时，会对
欲收购的蜂蜜采样送往专业机构
进行检测，只有符合标准才会收
购。“只有我们的蜂蜜品质好了，
才能卖出好的价格，才能带动更
多的养蜂户。”王庙发说。

作为一家服务“三农”的金融
机构，关王庙支行始终关注着辖
内群众的金融发展需求。在一次
下乡走访中，关王庙支行客户经
理张全了解到关蜂实业公司急需
资金用于蜂蜜收购，经过实地调
查后，及时为其提供了金融解决
方案，帮其解决了资金难题。“缺
资金还是得找农商行，不仅服务
好，而且速度快。他们的‘一揽子’
方案很有针对性，有效满足了我
们的需求。”王庙发说。

在关王庙支行的大力支持
下，关蜂实业公司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通过收购村民的蜂蜜，
让太尔凹村和附近村庄的村民坚
定了养蜂致富的信心。“王总，公
司的蜂蜜主要销往哪里呢？”“目
前市场还是以县内销售为主，同
时还做一些企业的订单。”张全在
近日的一次上门服务中，与王庙
发聊起了公司的生产销售情况。

“我们公司除了生产瓶装的蜂蜜
外，还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
生产，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王庙发介绍。谈到今后的发展方
向，王庙发认为必须做到技术升
级、品牌升级，发展蜂产品精深加
工，同时开通线上渠道提高销量。

“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包装和品
牌，蜂蜜卖出了好价钱。”王庙发
说，公司通过把散户聚在一起走
集约化规模发展道路，打出了品
牌和名声，蜂蜜的销路畅通了，村
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烈日炎炎，在隰县黄土镇上庄村，
贺东祥依旧开展入户工作，与群众聊家
常、摸实情，把群众的家庭情况和面临
的难题一边一一记在工作日志上，一边
心里筹划着如何解决。他说：“村民的事
就是我们工作努力的方向。我们必须牢
记使命，把乡亲们的事办好。”

贺东祥是隰县农商行员工，2017年
7月，他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来到上庄村
成为一名驻村工作队队员。从那时起，
他扎根山乡，踏实工作、默默奉献，赢得
了村民的交口称赞，被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乡村振兴局评为 2022年

“山西省干部驻村工作模范队员”。

情牵父老乡亲 倾心为民解难

“我家里的事，他比我操心还多，
这些年特别感激他。”正在打扫村里道
路的 60岁村民宋全贵说，他前些年一
直过得很坎坷，爱人常年卧病在床，他
本人身有残疾，两个儿子也相继离世。
为了帮扶宋全贵，经过与村委会协商，
贺东祥先后帮其办理了低保，并为他
争取到村里的保洁工作。有了稳定的
收入，宋全贵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
尽自己所能打零工来增加收入。在宋

全贵实现脱贫之后，贺东祥依旧会经
常上门与他聊聊家常，询问他有什么
需求。当家里有困难时，贺东祥总会第
一时间伸出援手。宋全贵感激地说：

“贺东祥就像家人一样！”
曾经的上庄村是典型的贫困村，

交通闭塞且离县城较远，村民日常生
活多有不便，贺东祥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怎样才能方便村民日常生活？在
长期入户调研过程中，我萌生出了设
立爱心超市的想法，结合上庄村的实
际情况向村‘两委’提出具体的方案，
并得到了一致认可。”贺东祥说，在向
单位申报后，由隰县农商行出资赞助
建起了爱心超市，服务于村里的老年
人、五保户、残疾户等，大大提升了上
庄村村民的幸福指数。

忠诚履职尽责 圆满完成任务

“这娃干活踏实，每项工作都做得
很出色。尤其是交给他的村级档案工
作，整理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上庄
村党支部书记马计虎介绍，驻村后，贺
东祥就进农家倾听村民的呼声和需
求，不到一个月，他跑遍了全村的家家
户户，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生产

生活、子女入学、医疗保障、房屋改造，
他都逐项记录清楚。

“最开始接受整理档案任务后我
也很发愁，但幸好工作队的同事团结
协作，才能顺利完成。这么多年来，我
一直坚持把档案工作做实做细。”贺东
祥说，村级档案整理工作不仅可以提
升村干部的工作效率，使他们在办事
时有理可依、有据可查，更是给群众带
来更为便捷服务的有效工具。

贺东祥指着手边的档案介绍，农村
集体土地家庭承包合同直接关系着村民
的切身利益；文化活动档案记录着村民
精神文明的变化，展示着美好生活的点
点滴滴；人员信息档案详细记录着全村
人口信息，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
在贺东祥的努力下，上庄村每一项档案
都整理得清清楚楚，从入户摸排调查到
政策实施，从基础设施修建到村级档案
建设等，使上庄村各项工作形成了完整、
系统性的工作模式。

贺东祥的工作受到了镇、村领导
的一致肯定，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赞誉，
多次被黄土镇党委评为“优秀驻村工
作队队员”。在一页页、一盒盒档案中
留下的是贺东祥工作的痕迹，也记录

着上庄村发展的成果。

奉献农信力量 金融助力致富

驻村以来，贺东祥始终心系民生，
操心村里的大事小情。村民有生病住院
的，他主动联系县市医院和新农合机
构，为病人减轻负担；村民家有婚丧事，
他必到场帮忙，并劝导村民节俭办事；
农忙时，田间果园时常出现他忙碌的身
影……除了做好所分管的工作，贺东祥
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金融服务融入
日常工作，为村民发展提供助力。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我特别知
足。”56岁的村民李俊旺提起自家的变
化，脸上充满了笑容。曾经家庭收入
少，作为一家之主的李俊旺整日愁容
满面，在贺东祥的协调下，他从隰县农
商行获得了2万元的小额扶贫贷款，率
先搞起了光伏。2017年，李俊旺又打算
搞养殖需要资金，贺东祥又再次协调
把他的贷款额度提升到5万元，让他的
养殖项目顺利启动，收入越来越高。村
里还有很多像李俊旺一样需要帮助的
村民，顺利得到了金融支持，享受到普
惠金融的便利。

驻村六年，贺东祥依旧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姿态，在乡
村振兴工作中接续奋斗，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助力乡村振兴贡
献青春和热血！

本报讯 近日，襄汾农商行工会组
织开展“齐相聚 谈经验 同成长 共奋
进”职工生日座谈会，对大家在工作中
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表示感谢。员
工们结合全行发展进行建言献策，大
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其

中，高考取得优异成绩的职工子女代
表交流分享了取得优异成绩的经验，
让大家受益匪浅。 （本报记者）

近日，霍州农商行百人威风锣鼓队在“农商行杯”临汾市第六届运动会篮球比赛开

幕式上精彩亮相。队员们身着盛装、神采飞扬，铿锵雄壮的锣鼓声响彻在场馆上空，展

现了霍州农信积极向上的良好形象，点燃了赛场的热情。图为表演现场。

本报记者 摄

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如何更好地服务好地方实体经
济、推动乡村振兴？洪洞农商行以“全面授信”为抓手，坚定不
移回归本源、做小做优，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各行各业
生产经营“输氧造血”。今年以来，该行累计投放4215户、投放
贷款180913.78万元，有力支持了县域经济发展。

授信全覆盖 为群众送上“备用金”

为让群众享受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更优质的金融产品，
洪洞农商行在全县范围持续开展“全面授信”工作，加大支农
支小、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为推进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不断贡献农商行力量。

“大家好！我们是洪洞农商行万安支行的工作人员。今天
在这里主要是了解一下大家在生产生活中的情况，同时给各
位讲一讲我们农商行的‘全面授信’工作，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日前，万安支行在万安镇曹家庄村村委会举行了一场

“全面授信”现场会。村民们齐聚一堂，认真听取万安支行副行
长张峰的讲解。在热烈的氛围中，有信贷需求的村民获得了授
信，村民张小坏说：“真是太好了，获得这笔家庭‘备用金’，急
用钱的时候，就能够直接使用，非常的方便。”

这是洪洞农商行举办“全面授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
行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农户、商户、企业等群体电子资料台
账，按旬在各个行政村、街道、市场召开“全面授信”现场会，依
托“背靠背评调PC端”“整村授信PAD端”“晋享生活移动用信
端”，实施“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覆盖式评级授信工作。截至目
前，已在辖区15个乡镇的278个行政村、19个“信用街道”召开

“全面授信”现场会，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

织密大网格 金融服务精准化

如何才能让金融服务在产业发展中靶向施策？洪洞农商
行以“网格管理”为主线，对各个行政村、社区、市场、街道进行
大摸底，筛选网格内的优质商户、种养殖大户、致富能手、创业
青年等客户群体，逐一建立台账，实现了精准化的金融服务。

“咱们农商行的服务真是太给力了。平时不仅有专门的
工作人员上门走访，遇到资金困难，还能及时授信，这次我就
获得了 10万元的授信。”在洪洞县明姜镇经营家具生意的杨
来明高兴地说。他近期出现资金紧张状况，当与包联的客户
经理说明情况后，很快获得了授信支持。为了精准服务好群
众，洪洞农商行守好网格阵地，持续增强金融综合服务能力。
明姜支行客户经理王波说：“平时就要勤走动、勤联系，这样
才能了解网格内群众的发展需求，把金融服务及时送到群众
身边。”

为了更好地做好信贷工作，洪洞农商行积极与乡镇、农
村、社区对接，把各乡镇划分为19个一级网格，匹配行政村和
社区划分出 490个二级网格，将 138名专职网格员、177名金
融综合服务站管理员、650名村干部协助员全部纳入网格，为
网格中的村民、商户、公职人员进行信息采集、需求调查、政
策宣讲、评级授信，有效提升了群众满意度，真正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网上办业务 方便快捷又实用

“现在办业务方便多了，我通过手机就能够直接在线上
申请贷款，这样不仅不耽误时间，还能更好地享受到农商行

的服务，真是不错哩！”经营养猪场的王师傅高兴地说。为了养好猪，他和妻子经常是白天
黑夜驻扎在猪场，很少能抽出时间出去。自从在村里的微信群里看到洪洞农商行的工作人
员宣传信贷产品、金融政策后，他就特别留意，把授信、网上申贷等金融知识悄悄记了下
来。前不久因为缺少资金，他就按照洪洞农商行的工作人员教的方法在网上提出贷款申
请，洪洞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很快上门服务，为他办理了20万元的授信。

为拓宽申贷渠道、提升群众的体验感，洪洞农商行开发了网上申贷接口，极大地方便
群众办理业务。同时，该行还根据各行各业的融资需求和经营特点，创新推出惠薪e贷、创
业贷、的哥贷等多款信贷产品。“通过线上申贷，不仅方便了群众，更提升了我们的服务效
率。”洪洞农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推动信贷投放工作，该行主动
当好支持辖区“三农”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心中有百姓，服务不停步。洪洞农商行通过
积极开展“全面授信”，为广大群众提供贴心的
金融服务，以强有力的金融力量推进乡村振兴、
群众富裕！

事情虽然过去了10多天，李大爷依旧
清楚记得那天自己焦急的心情。“太阳晒得
我满身是汗，手里提着一袋子硬币走了几
个银行都吃了‘闭门羹’，说实话我那时已
经完全失望了。”李大爷说，他经营着一家
小店，经常收到零钱，积攒了一段时间之
后，他打算把硬币存进银行，没想到跑了几
家银行都没能存上。正巧他路过侯马农商
行营业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大厅。

“大爷，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听到大堂
经理刘洋亲切的问候，李大爷赶忙试探性
地说明了来意：“姑娘，我这有一些硬币，想
把这钱存了，能不能办一下？”“大爷，没问
题的。”听了刘洋的话，李大爷忐忑的心得
到了安慰。刘洋引导李大爷坐到柜台前并
递上一杯温水，李大爷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伴随着“哗啦啦……”的声音，硬币被
倒在了柜台上，刘洋一枚一枚地数着硬币，
专注而又细致。“大爷，你的店在哪呢？”“家
里有几口人啊？”在清点硬币过程中，刘洋
与李大爷拉起了家常，了解他的生意情况，
仿佛她不仅仅是一个银行职员，更像是一
个可以倾诉的朋友。不一会儿清点工作完
成，当定期存单交到李大爷手中时，李大爷
激动地说：“姑娘，你们的服务真是太好了，
为你们点赞！”

这样的故事在侯马农商行各个网点每

天都会上演。“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在坚持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
实践中兑现；为客户提供贴心、高效、优质
的服务，从三尺柜台延伸到千家万户……

“我需要补办社保卡，可是……”近日，
杨先生走进侯马农商行路西支行的营业
厅，看到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工作人员鼓
励他说出自己的诉求。原来是杨先生的妻
子因胯骨摔伤行动不便需要治疗，但社保
卡却又不慎丢失，影响到治疗期间费用的
支付，急需尽快补办。

“您放心，我们马上进行上门服务。”在
了解到这一特殊情况后，路西支行运营主
管火速按照做好特殊客户服务工作的相关
要求，当即协同营业人员上门核实办理业
务。在拿到新的社保卡后，杨先生深受感
动：“之前以为补办社保卡肯定很麻烦，没
想到农商行还能上门办业务，而且是当天
就办了，效率这么高。要是没有你们的帮
助，我妻子看病就会耽误了。”

服务化于心，服务送上门……侯马农
商行用多样的服务和不变的真诚满足群
众个性化的金融需求，真正做到想客户所
想、思客户所思、做客户所需，提供了便
捷、人性化的服务，构筑起老百姓身边“有
温度的银行”，用实际行动向群众交出满
意答卷！

“ 把 乡 亲 们 的 事 办 好 ”
——记山西省干部驻村工作模范队员、隰县农商行员工贺东祥

本报记者 潘华玲

翼城农商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结合翼城县重点工程、重点
项目，以“整村授信”为主要载体，以支
农支小为重点目标，积极助力乡村振
兴，大力推动社会经济增长。

2023年上半年，翼城农商行累计支
持樱桃种植7户、金额4119.63万元，小
米加工1户、金额30万元，苹果种植32
户、金额214.84万元，葡萄种植3户、金
额28.5万元，养牛93户、金额1168.54万
元，翅果种植1户、金额30万元。支持粮
食种植种子领域76.02万元、化肥领域
168.18万元、农药领域39.32万元、农膜
领域29.56万元、农机领域97.54万元、农
田水利设施及建设领域1020.70万元。

“两个强化”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今年以来，翼城农商行重点抓好
“两个三”：一是强化“三新特色”建设。
通过延伸授信新形式、研发信贷新产
品、打造互动新平台，采取“线上+现
场”的授信方式，利用平板现场授信
1319户、金额11931.45万元；研发了园
丁贷、优享贷、惠商贷等 6个信贷新产

品，其中：园丁贷发放 1笔、金额 20万
元，优享贷发放1笔、金额200万元，惠
商贷发放8162笔、金额19875.11万元；
并打造出 1个互动新平台，发放贷款
2087户、金额11547.22万元，全力支持
乡村振兴。二是致力“三个全面”建设。
全面摸底区域特色产业、全面支持新
型农村经营主体、全面提质特色产业
兴旺发展，大力支持新型农业主体，共
支持绿色家园粮食家庭农场、隆化小
米专业合作社等市级以上合作社、家
庭农场 48个，永利现代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等市级以上龙头企业9个。

“土地托管”助力县域特色农业

翼城农商行始终把乡村振兴工作
作为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来抓。明
确“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
拓展思路，县城区域以“网格化营销”

为载体，农村区域以“整村授信”为抓
手，借助“点多面广”优势，依托“晋享
贷”线上渠道与平台，抓住翼城县区域
内“土地托管”特色农业政策，为“村集
体自主经营+全产业链托管”“村集体
与种植大户合作经营”两种托管模式
搭建专门信贷渠道，开通农户、村集
体，合作社、家庭农场的信贷专线。

5月24日，翼城县政府在翼城农商
行召开农业托管贷款对接会议，明确指
出要为农业托管新建专门贷款产品，贷
款流程优化，利率优惠，持续满足农业
托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
场、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在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耕、种、防、收等全部
或者部分作业环节的金融需求。

“三个加强”提升金融服务支撑

一是加强服务型银行建设。该行及

时为县域经济发展排忧解难。切实加强
“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
和“坐不住”的责任感，充分发扬“5+2”

“白+黑”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为客户
服好务，提高服务效率。

二是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该行以服务乡村振兴为抓手，提升支农
支小支实金融服务，为推动当地经济高
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是加强“一揽子”金融服务建设。
该行客户经理走村入户积极推广手机
银行、微信银行、第三方支付等便捷金
融业务，为特色产业的推广谋出路；员
工深入乡镇进行摸底，全面摸清村情，
广泛收取意见，了解村民资金需求，对
农户及商户进行综合授信。

尧都农商行东城支行——

授信送进店 助燃“烟火气”
本报记者 潘华玲

“ 为 你 们 点 赞 ”
本报记者 潘华玲

乡宁农商行关王庙支行——

做创业帮手 酿“甜蜜”事业
本报记者 刘文军

推进“整村授信”助力县域发展
刘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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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推动普惠金融服务快速
发展，大宁农商行近日召开“百场推介
助信贷转型”项目启动大会，动员全行
上下依托银政、银农、银商“三大平台”，
主动下沉一线，举办整村授信现场会、

外出授信现场会、企业座谈会，让广大
用户更精准、更直观地了解农商行金融
产品、金融政策，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助
推信贷转型工作取得实效。

（本报记者）

大宁农商行 启动百场推介项目

襄汾农商行 举办职工生日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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