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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水稻育秧忙，这里是春耕正当时的嘉兴。为

解决当地种粮大户资金短缺难题，农行创新推出“种粮

e 贷”，目前，已为当地 116 户种粮大户发放贷款 3270

万元；

明前春茶采摘忙，这里是空气中带着茶香的新

昌。为了解决茶商资金垫付难题，农行立足“大佛龙

井”品牌创新推出“茶叶贷”，随着一笔笔资金的到位，

春茶香味愈发浓郁；

大棚蔬果长势好，这里是 26 个山区县之一的泰

顺。为了扩大惠农支农的“服务圈”，农行浙江省分行

在泰顺筱村设立惠农服务点，以金融资金的源头活水

助力山区共同富裕⋯⋯

这是农行浙江省分行创新农户金融服务助力乡村

振兴展开的共富卷轴。截至今年 2 月末，农行浙江省

分行农户贷款总量达1003.7亿元，成为农行系统内首

家突破1000亿元的分行。

1000 亿元，不只是一个数字，它背后是农行浙江

省分行坚定不移地“服务三农、做强县域”的成果。近

年来，该行全方位赋能、精准服务乡村共同富裕，将金

融业务做到“农民心头”、将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将致富办法送到“农户手头”，使金融活水成了助力乡

村振兴的“雨露甘霖”，持续巩固提升服务乡村振兴领

军银行地位。

农民生产生活中经常遇到“贷款难”“贷款贵”“放款慢”等
现实难题，这背后是由于农民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融资可抵
押物少、缺乏信用记录等，导致金融机构“想贷不敢贷”、农民

“想贷不会贷”。
作为深耕浙江、服务“三农”的国家队、主力军，农行浙江

省分行积极响应国家和浙江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号召，充
分利用科技手段、数字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提升农
户群体贷款可得性和便捷度，构建线上普惠金融“生态圈”。

“我们之前也没怎么贷过款，不知道能从银行借到多少
钱。”东阳市花园村从事红木家具产业的村民占比 60%以上，
陆赤忠及儿子是其中的一员。几年前，红木家具产业升级，购
置新的厂房和设备都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得益于老陆良好
的生产经营记录，在村两委审核、公示，农行审核通过后，很快
他便获得了30万元的信用贷款。

在农民群体中，像陆赤忠这样缺信用记录、缺有效抵押
物等的占绝大多数。为了破解他们贷款的难点和痛点，农
行浙江省分行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构建起村民信贷档
案数据库。目前已建立村民信贷档案 328 万户，覆盖全省
一半以上的农户家庭。以村民信贷档案为基础，创新推出

“惠农 e 贷”“共富 e 贷”等线上产品，随时随地线上申贷，将
业务做到农民百姓“心坎上”。

“有了农行贷款支持，今年的好收成不愁了！”张先生是
平湖市钟埭镇的水稻种植大户，承包稻田超过 2000 亩。3
月初，他又承包了近 600 亩稻田，一时资金紧张。农行平湖
新仓支行客户经理在走访时了解到张先生的困难，仅三天
时间，就通过农行掌上银行为张先生发放了“惠农 e 贷”100
万元。

“惠农 e 贷”被农行总行评定为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一
号工程”。它把农民日常生产、供销、消费等数据都变成了可
融资的资本，整个办贷过程都可通过互联网自助处理，农民通
过农行掌银，动动手指，就能操作申贷用贷还贷。截至目前，
农行浙江省分行已累计发放“惠农 e 贷”3965 亿元，总量、增
量连续七年居系统第一。

当前，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中国乡村深刻变革，为乡村发
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全面赋能。农行浙江省分行乘着“数
字浙江”建设的东风，推出覆盖更广、水平更高的金融供给服
务，奋力推进“两个先行”在浙江“三农”领域的生动实践。

手机一点，数据一连，资金到手。2 月 18 日，杭州富阳的
水稻种植大户陈里鹏依托农业保险，以线上方式从当地农行
拿到了 20万元“共富 e 贷”，这是全国农行系统内首笔纯线上
农险数据互联网农户贷款。

“共富 e 贷”借力大数据“引擎”，打通了农业生产和信用
端的信息壁垒，不仅免抵押担保，而且实现全流程线上化，投
保农业保险满 2 年的农户可随时随地“秒申秒贷”，这意味着
农行浙江省分行在推进“三农”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又
迈出了创新一步。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
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农行浙江省分行始终践
行通过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持续打造“产业+农户”特
色支农品牌，如“番茄贷”“茶叶贷”“葡萄贷”“杨梅贷”⋯⋯通
过推出系列线上贷款产品，截至2月底，全省有24.1万经营农
户受益于农业银行的农户贷款资金支持。

创新线上贷款产品，
把业务做到“农民心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打开浙江的农业版图，产业类别丰富
多样，需求也各式各样。作为在浙法人金
融机构最大的存款、贷款银行，农行浙江省
分行积极顺应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趋势，加大对农户生产经营的信贷支持，充
分激活农村土地、产权等“沉睡的资产”，从
而推动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

“真没想到,不用担保,农房抵押也能办
贷款。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提升改造民宿
了。”在德清县，农行湖州分行向全国第一位
获得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不动产证的民
宿业主发放贷款 50 万元，为盘活农村闲置
资源助推乡村振兴探索出新路径。

德清县是全国 15 个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试点县(市、区)之一。农行湖州分
行以此为契机，创新推出全国首个基于农
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
置”的贷款产品。该行还与湖州市林业系
统签订银林合作协议，专门推出林权抵押
贷款助力林企、林农致富。

高水平推动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如何

激活农村生产要素和农民权益资本是金融
机构发力的关键。

农行浙江省分行一方面首创农村经营
性宅基地抵押贷款、农村集体股权质押贷
款等产品，稳步推进“两权”抵押贷款，为乡
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另一方面针
对农村不同群体，创新推出乡村振兴带头
人贷款等系列化产品，满足农村金融多样
化需求。

在衢州市柯城区余东村，村书记余晓
勤是当地“乡村振兴带头人”。他创办的民
宿“余家大院”为当地带来客群的同时，还
能带动身边的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在他
准备扩大规模的时候，农行衢州分行为他
申请了乡村振兴带头人贷款，为他提供了
最高额度 100 万元的信贷支持，帮助他带
领乡亲们致富。

在丽水市松阳县，“生猪活体抵押贷
款”为生猪养殖企业送上了“及时雨”。“刚
好农行有‘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解决了我
当时的融资难题。”松阳生猪养殖户孟文化
感叹道。几年前，原本是茶商的孟文化跨
界养起了猪，开启了“猪-沼-茶”的循环之
路，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农行丽

水分行通过央行动产融资登记系统办理抵
押、耳标确权等方式攻克了生猪活体抵押
和押品管理难题的贷款模式。去年5月，授
信期限 3 年的“生猪活体抵押贷款”500 万
元成功发放，利率十分优惠。

随着乡村的市场需求不断升级，金融
的服务供给也必须不断创新。为此，农行
浙江省分行还创新推出了针对村集体资产
股权质押贷款、低收入农户小额贷款、蔬菜
大棚抵押贷款等等，不断适应着乡村产业、
资源、资产等的变化升级。随着农户金融
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农行浙江省
分行惠农支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兴农”

“富农”的本色不断彰显。
一江春色江南岸，迎风奋楫立涛头。在

希望的田野上，农行浙江省分行的金融活水
奔涌不息，灌溉稻田，滋润村庄，带动产业兴
旺乡村振兴，带来千家万户美好生活。农户
贷款总量首破1000亿元之后，新征程上，农
行浙江省分行将持续发挥支持三农、服务三
农的头雁作用，以更优质、更普惠的金融服
务助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为浙江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

“两个先行”贡献更多力量。

激活乡村沉睡资产，把办法递到“农户手头”

推动共同富裕，短板弱项在农业农村，
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也在农业农村。农行
浙江省分行以农业农村为根据点，以推进
乡村振兴为责任使命，积极推进金融渠道、
数据、产品、场景、队伍、宣传、政策“七个下
乡”，持续提升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不
断扩大惠农支农的“服务圈”。

永嘉县是浙江省温州市区域面积最
大的县，广阔的农村地区普遍面临农村金
融服务匮乏的难题。农行永嘉支行通过
资源整合，将惠农金融服务点打造成服务
乡村振兴的支点。位于枫林镇的枫林惠
农金融服务点就是一个逐步发展、转型升
级的典型。

“多亏了农行的 20 万元农户贷款，解
决了我的资金难题，让我建起了两个蔬菜
大棚。”枫林镇垟山头村种植农户黄日丰
说。该惠农金融服务点配有2名农金员，专
职惠农金融服务工作，可为客户提供操作
指导、业务咨询、产品推介等金融服务。

在浙江广袤的乡村上，像这样的惠农
金融服务点共有 67 家，弥补了传统银行物
理网点无法全面覆盖乡村这一短板，突破
了服务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农行浙江省分
行充分发挥人员和渠道优势，调动驻点人

员和农村拓展团队的合力，将服务触角进
一步延伸到农村腹地，去年依托服务点发
放“惠农e贷”7703户、33.61亿元。

“ 乡 村 振 兴 缺 什 么 ？ 最 缺 的 是 人
才。长期以来，农村金融人才、服务、知
识的缺失，是制约乡村产业和经济发展
的‘短板’。”农行浙江省分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从 2014 年起，该行选派干部挂职
乡镇，把金融知识、金融产品持续送进农
村，为浙江农村经济发展输血造血，贡献

“农行智慧”。
徐金平是农行浙江省分行派驻柯城区

石梁镇的挂职干部。2014 年 5 月，他从支
行行长转岗到乡镇开展挂职帮扶工作。“在
农行时，我立志当一名出色的支行行长，在
挂职乡镇过程中，我也要当一名优秀的
挂职干部。”徐金平说。挂职的这几年，他
联系发展了 21 个金融自治村，新建农户个
人信息 7500 余户；布设惠农机具 25 台，协
助发放惠农贷款超亿元⋯⋯他的办公室也
成了“普惠三农”的传播室。

以扎根乡村、服务乡村、发展乡村为导
向，截至目前，农行浙江省分行已组建 732
支服务乡村振兴先锋队，对接 2334 个行政
村，选派 1817 名干部挂职 300 多个乡镇，

发挥宣传员、联络员、实践者的推动作用，
广袤的乡村大地成为农行浙江省分行推动
全省“三农”事业发展的主阵地。

“村里有了农行的‘惠农通’干啥都方
便，给在外地上学的孩子交学费、给家里交
电费都再也不用专门跑去县城了。”丽水景
宁畲族自治县梅岐乡梅岐村，离县城 37 公
里，农行景宁畲族自治县支行在此设立了
惠农通服务点。每周四，载着工作人员进
村进行金融知识普及的“三农服务车”上，
经常还载着老乡们委托工作人员帮忙携带
的物资。

在农行浙江省分行搭建的广覆盖、深
下沉的“三农”服务网络中，“金穗惠农通”
工程是该行一项重要的创新举措。它依托
惠农通金融平台，以村为单位，以农家店为
集散地，为广大农户提供足不出村、方便快
捷的金融服务，农村客户可在惠农通服务
点办理扫码消费、小额存取款、助农转账、
手机充值、各类缴费等业务。

截至目前，全省1万多个行政村铺设了
“惠农通工程”，基本实现惠农金融服务村
村通。通过这些扎根乡村的“触角”，农行
浙江省分行将普惠金融精准输送到农村，
用金融活水浇灌乡野大地。

完善惠农服务网络，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农行惠农贷款大力支持嵊州市茭白产业发展农行惠农贷款大力支持嵊州市茭白产业发展

农行客户经理走访家庭农场了解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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