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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商银行的“农字经”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去年以来，齐商银行坚持把服务
乡村振兴作为全行经营工作的
重点，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发展新
格局，围绕“五大振兴”，多点聚
焦、靶向发力，频出硬招。

一年之计在于春。
2月26日上午，山东澳航和

牛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贺晨
浩开始忙着面试应聘者。“打算
新招一些饲养人员和管理人
员”，以应对企业快速发展的
需要。

高青黑牛近年来声名远扬，
成为当地一张闪亮的名片。作
为黑牛产业的佼佼者，这家成立
于5年前的公司在中高端牛肉生
产、遗传物质研发和生产等方
面，取得了非凡业绩，预计今年
销售额能达到1.2亿元。而且，公
司通过企业用工以及号召农户
参与“养母繁犊”工程，带动农民
增收和区域黑牛养殖业健康快
速发展，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

“目前的存栏量约4000头黑
牛，我们未来2到3年的目标是养
到6000头”，贺晨浩说，黑牛产业
效益好，但成本也高，“在28个月
的生长周期内，一头黑牛的养殖
成本大约4.5万元”，这意味着，无
论是扩大养殖规模、购置饲料还
是新上专业化设备，资金需求量
都比较大，“去年12月刚从齐商
银行高青支行申请了近千万元
的贷款，用于牛舍建设等，缓解
了企业的资金难题”。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

兴；产业振兴，金融不可或缺。
齐商银行持续创新涉农金融产
品，丰富融资模式，重点支持区
域特色产业发展，开发高青“黑
牛贷”“龙虾贷”等特色业务，已
累计投放近4亿元。除了支持黑
牛、小龙虾产业外，高青的西红
柿 ，潍 坊 的 蔬 菜 ，沂 源 的 苹
果……根据各地农业特色化经
营模式，齐商银行专门打造特色
信贷产品，“一县一品”甚至“一
镇一品”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支
持乡村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截
至目前，齐商银行为各地特色产
业量身设计“特色贷”20余款，靶
向发力特色产业。

在2月27日举行的淄博市
“乡村振兴镇村行”大型采访活

动启动仪式上，齐商银行党委副
书记李勇表示，在开展全面金融
工作的同时，齐商银行不断加大
乡村振兴工作力度，2023年末齐
商银行淄博市辖涉农贷款余额
达到177亿元，尤其持续加大在
县域的资源倾斜力度，仅在高青
县涉农贷款余额就达到41.6亿
元，比上年增长了26%，去年新
增投放量占齐商银行在全市新
增投放量的近80%。

这家银行为何对乡村情有
独钟？

是情怀，更是责任，让齐商
银行频频打出金融组合拳，推动
乡村振兴加速跑。

除了支持产业振兴，在聚焦
聚力组织振兴、人才振兴、生态

振兴、文化振兴方面，齐商银行
也是采取各种举措，有力疏通乡
村振兴过程中的堵点、痛点问
题，破解农村金融资源少、农业
发展融资慢、空心化严重等一系
列卡脖子问题。

在张店区北沣水村，有一家
普惠金融服务站。这是齐商银
行联合村里的物业共同设立的
农村金融服务点。自2021年4月
份设立该服务站以来，村里老人
在家门口就能取款、汇款了，再
也不用去镇上办理类似的金融
业务了。

原来，为解决农村网点覆盖
面少、服务半径短的问题，2021
年以来，齐商银行在农村区域大
力发展普惠金融服务站，拓宽惠

农广度，站点实现了现金业务、
信贷业务、民生业务三大功能，
如小额取款、转账汇款、扫码咨
询贷款、辅助整村授信、水电暖
气等各类线上缴费等，让广大乡
村居民获得安全与便捷的现代
金融服务。建设普惠金融服务
站，就是齐商银行服务下沉，加
速布局“三农”领域的生动实践。

在生态振兴方面，率先落地
林权抵押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贷以及“碳达贷”“农户光
伏贷”等绿色金融产品；在组织
振兴方面，创新“党建+金融”服
务模式，实现了乡村振兴金融业
务的特色化和场景化，以党组织
领办合作社为服务对象，创新银
担合作支农的联动模式；在人才
振兴方面，引进培养“三农”专业
人才，通过“人才贷”等产品为优
秀乡土人才提供专业金融服
务……齐商银行正在用实际行
动，不仅把普惠金融政策和惠农
金融产品送到田间地头，而且深
耕“三农”沃土，逐步健全农村金
融服务体系，以高质量金融服务
持续赋能共同富裕。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一篇大
文章。今后，齐商银行将继续把
服务乡村振兴作为全行业务经营
的重中之重，全力支持淄博市“十
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的实施，用心用力用情真正融入
农村，不断探索创新金融服务新
模式，绘出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于魁 通讯员 袁航

初春的高青，云淡风轻。
2月26日，位于淄博市高青

县青城镇的高青诚信菌业科技
有限公司内，一座座恒温的育菇
房里，数不清的菌瓶整齐排列，
一簇簇鲜嫩的金针菇长势喜人，
工人们正在忙着金针菇的摘收、
包装等工作。

该公司是一家集食用菌种
植、研发、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产
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建有
现代化恒温食用菌生产车间1.6
万多平方米，年产金针菇5000
余吨。从拌料到装瓶、灭菌、冷
却、接种、培养、搔菌、育菇，每个
车间都实现了自动化水平较高
的数字化控制，无缝衔接生产，
约50天一个生产周期，实现天天
能出菇。

目前，该公司从高青县青城
镇周边村庄招用了50多名农村
劳动力，使他们从传统农民变成
了职业工人，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另外，每年收购3万余亩农
田产生的玉米芯作为主要原材
料，让农户实现了部分增收，为
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2月19
日，在高青县“落实突破年”活动
暨企业家大会上，诚信菌业被评
为乡村振兴优秀企业而受到通
报表扬。

早在2004年，该公司开始
工厂化生产金针菇，当时年产只
有300余吨，厂房面积仅仅1200
平方米，经过20年的发展，企业
已经走上了健康稳定发展的道
路，可是资金短缺的烦恼时不时
会给企业带来困扰。

该公司生产主管石领军说，
金针菇工厂化生产具有资金密
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点，这么多
年的发展，从规模的扩大到设备
升级再到技术水平的提高，需要
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才能增强
市场竞争力。2022年齐商银行
给企业提供了一年期200万元
的“春风齐鑫贷”，用于企业设施
配套和原材料收购等。2023年
贷款到期归还后，该银行重新给
诚信菌业提供了200万的创业
担保贷款，为公司的设备升级与
技术研发提供了有利的资金支
持，对于提高金针菇的品质、增
产增效有极大帮助。

据齐商银行高青支行行长
杨超介绍，该行秉承“立足高青、
扎根高青、服务高青”的发展理
念，全力支持高青支柱产业、特
色行业、龙头企业发展，积极助
力乡村振兴，2023年农业贷款
共投放12.84亿元，2024年春节
前该行新增投放农业贷款2.15
亿元。

位于博山区的淄博益君农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
事金针菇生产和销售的省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22
年，齐商银行为其发放了1000
万元的“技改贷”，及时解决了企
业进行生产扩建以及技术升级
遇到的资金难题。该企业也通
过提供工作岗位、原料供应等多
种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实现增
收致富。

无论是“春风齐鑫贷”“技改
贷”，还是创业担保贷，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无需抵质押物。
长期以来，缺少有效抵押物

是涉农企业及农户融资的短板,
制约着乡村产业的快速发展。

齐商银行不仅将合适的产
品推荐给有需求的企业，而且针
对涉农金融的难点，以工匠之心
精耕细作，专门研发多种金融产
品，更好地破解农村金融难题。

例如，立足地方特色产业，
先后推出黑牛贷、冬枣贷、龙虾
贷、大棚贷等；农户贷、光伏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棚舍贷
等新型贷款产品，也纷纷出炉；
早在2021年，齐商银行还灵活
运用非标准抵质押物担保方式，
发放了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成立后淄博市内首笔林权质
押贷……一系列涉农金融产品
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
金融武器。

乡村振兴大道无垠，聚力发
展前路可期。一步一个脚印，齐
商银行以“三农”的真切需求作为
金融创新的发力点，将金融“活
水”精准浇灌农村大地，真正做到

“需求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
在2月27日举行的淄博市

“乡村振兴镇村行”大型采访活
动启动仪式上，齐商银行党委副
书记李勇说，下一步，齐商银行
将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决策
部署，主动融入、深度服务全市
农业农村市场，为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助力淄博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于魁 通讯员 袁航

齐商银行高青支行工作人员（左）到企业做贷后服务。

齐商银行破解涉农融资难题

小小金针菇
闯出乡村振兴大道

齐商银行高青支行工作人员（左）到企业做贷后服务。

工人们在忙着称重、包装金针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