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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胡祎、
通讯员胡姮）茶叶是大山里长
出的“黄金叶”，更是农民增收
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金钥
匙”。中国银行恩施分行主动
深入对接农业经营主体春耕生
产形势和资金需求，加快信贷
资金投放，用实际行动帮茶农、
扶茶企、解茶困，为春耕备耕源
源不断输送金融“活水”。
2024年以来，该行茶商贷累计
投放312户，授信金额共计1.4
亿元。

恩施州地处武陵山区腹地，
植被丰富，四季分明，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终年云雾缭绕，是出

产名优茶之地，茶园面积超过
180万亩，基地规模稳居湖北
首位，茶产业发展呈现勃勃生
机之势。中国银行恩施分行积
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加快实现“千亿茶产业”强省目
标，精准对接茶叶种植、茶园建
设、茶商收购、茶企加工等全产
业链条融资需求，助力“小茶
叶”成就乡村振兴“大事业”。
为及时帮助茶农、茶企解决问
题，针对春茶生产资金需求短、
频、急等特点，该行推出特定信
贷产品“慧农茶商贷”，简化审
批程序，缩短办理时限，满足茶
企用款需求。

“慧农茶商贷”
惠及312户茶企茶农

湖北日报讯 （通讯员洪
剑）开展“一站式”政策宣讲，提
供“一揽子”惠企利好。今年以
来，鄂州农商银行推出“五个
一”务实举措，为全市专精特新
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截
至2月末，已向全市12家专精
特新企业发放贷款1.77亿元。

开展“一站式”政策宣讲。
该行大力推行“零距离、一站
式”金融辅导模式，派驻“金融
辅导员”实地到专精特新企业
加大金融政策宣讲、开展咨询
指导等措施，打通金融惠企政
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全面提
升专精特新企业融资获得率。
截至2月末，该行累计派驻22
名“金融辅导员”到专精特新企
业进行融资辅导，政策宣传覆
盖面达到100%。

用好“一批次”客户清单。
该行主动加强与政府部门合作，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专精特新
企业名单，及时按区域整理并
分发至辖区对接服务支行，督导
支行“一企一策”量身定制服务
方案，全力做好金融服务。截至
2月末，该行已服务清单内55%
的专精特新企业，有力推动了全
市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推出“一系列”金融产品。
针对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特

点，该行在原有传统抵质押类
担保贷款产品的基础上，深化
政银担合作，发挥“几家抬”作
用，建立了多种融资增信和风
险分担机制。同时积极推广融
合税e贷等“301”贷款模式，精
准制定多元化、综合化金融服
务方案，积极满足专精特新中
小微企业初创、成长、壮大等各
阶段、不同生命周期的金融需
求，全力支持全市专精特新中
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提 供“一揽子”惠企利
好。该行积极为专精特新小微
企业提供专属优惠政策，在推
出各类金融服务费用全免的
基础上，全力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利率在
现有贷款利率基础上最高可再
优惠50BP，并积极指导符合条
件的企业申报创业贴息、首贷
贴息等政策补贴，以实实在在
的行动支持专精特新小微企业
降本增效。

夯实“一体化”跟踪评估。
该行信贷业务负责人每月参加
专精特新企业面对面交流活动，
跟踪了解企业金融服务需求，
重点选取融资困难、金融服务
满意度低、有新增融资需求的
专精特新企业，听取意见建议，
回应关切，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鄂州农商行

引活水浇灌“专精特新”

湖北日报讯（记者胡祎、
通讯员李婷）同一天，武汉农村
商业银行汉阳五里墩支行成功
拦截两起冒充亲友的电信网络
诈骗事件，帮助客户避免16万
元的资金损失。

3月 6日，肖婆婆急匆匆
赶到汉阳五里墩支行，要求将
定期存款10万元全部支取。
经工作人员细心询问，肖婆婆
表示自己的孙子来电求助，称
因开车撞到人需要立即赔付
医疗费，否则将被警察带走坐
牢。工作人员提示肖婆婆可
能遭遇了诈骗事件，商请联系
家人核实，但肖婆婆坚持此事
不可告诉儿女，否则孙子会被
责骂。眼见肖婆婆情绪愈发
激动，工作人员赶忙将她请到
休息区，全力安抚其情绪，同
时联系辖区民警一起对肖婆
婆进行开导，最终肖婆婆意识
到自己上当受骗，对工作人员
和民警连连道谢。

无独有偶，仅仅 20 分钟
后，网点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
幕：杨爹爹神色慌张地来到网
点，要求提前支取6万元定期
存款。杨爹爹表示，自己的外
孙刚刚来电称自己将他人殴打
致伤，需立即支付医药费，否则
将承担法律责任，并强调此事
不可让其他人知道。“同样是
与亲人声音一致的来电，同样
是索取钱财称有急用，而且都
强调不能告诉其他人，这又是
一起冒充亲人的诈骗！”工作人
员随即向杨爹爹讲述了刚才发
生在肖婆婆身上的案例，提示
杨爹爹若遇见此类事件一定要
先与家人核实。但杨爹爹不为
所动，坚持支取存款。工作人
员再次联系辖区民警，极力劝
阻杨爹爹不要落入诈骗分子的
圈套。最终，在工作人员和民
警的努力开导下，杨爹爹意识到
自己遭遇了诈骗事件，对工作人
员认真负责的态度给予肯定。

武汉农商行

一天拦截两起“电诈”

湖北日报讯 （通讯员李
志超、王举、丁凡）近期，中国
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为湖
北铁路集团旗下西十高铁项
目提供贷款10亿元。针对项
目金额需求大，期限长等特
点，分行为该项目配 1 名客
户经理和1名产品经理、1名评
审经理、1 名营业经理、1 名
法律经理等，组成“1+4”综合
服务团队，为企业加快审批
进度，最终顺利帮助企业获
贷10亿元。

西十高铁是福（州）银（川）
高铁武汉至西安段的重要组成

部分。新建项目正线全长
255.76公里，其中湖北省境内
86.36公里，陕西省境内169.4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
建成通车后，武汉都市圈至关中
城市群的旅行时间将缩短至
2—3小时。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
分行表示，未来将围绕国家重
大战略部署，持续发挥好政策
性金融作用，以支持港口、高
速公路、高铁、机场建设为抓
手，加快完善现代化交通体
系，推进新时代湖北从九省通
衢向九州通衢迈进。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

向西十高铁提供贷款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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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省连续
遭受强烈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
较大影响，给广大农业经
营主体带来严重损失。全
省农商行充分发挥支农支
小主力军、乡村振兴主办
行的作用，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机制，迅速走访摸底，
主动对接，采取一系列金
融服务措施，截至 3 月 7
日，全省农商行支持受灾
农业经营主体 1974 户，发
放贷款 8.78 亿元，为全省
农业经营主体抗灾救灾、
保障春耕生产提供强有力
的金融支撑。

对受灾农企农户及时援手

全省农商行8.78亿元救灾贷款
精准投放到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祎 通讯员 钱锋 熊能

“面对雨雪冰冻天气灾害，农商行开
辟绿色通道，实施减费让利，迅速发放贷
款，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3月1日，江
陵农商行收到荆州市城南庄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总的一封感谢信和
一面锦旗，对江陵农商行助力企业灾后
重建表示感谢。

2024年2月4日，荆州市江陵县发
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该公司总部畜禽
屠宰场及生态农场遭受严重破坏，208
个标准化单体大棚和其他用途的大棚全
部倒塌，大棚内的果蔬和设备均受损严
重，受灾金额超1500万元。企业负责人
一时间愁眉不展。

自2012年荆州市城南庄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与江陵农商行建立合作关
系以来，双方一直保持紧密联系。在得
知该公司灾情后，江陵农商行营业部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走访，在确认该公
司资金缺口在500万元左右后，第一时
间受理了该公司500万元贷款申请，客
户经理发挥“白+黑”工作精神，连夜整
理贷款资料，第二天就将500万元救灾
资金发放到该公司账户上。

1月中旬以来，宜昌市秭归县两河
口镇受冻雨天气和市场行情影响，柑橘
出现滞销，某果蔬公司有意向进村收购，
因缺乏流动资金迟迟不能实施。在了解
其需求后，秭归农商行迅速开辟绿色信
贷通道，第一时间主动对接，为其提供了
300万元的流动资金支持。随后，该企
业组织数十台运输车辆前往两河口镇收
购滞销柑橘，每日收购量达40万斤。

春节前后，湖北经历两场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对农业生产、特别是设施农业造
成不小影响。上述案例，正是全省农信系
统充分发挥金融活水优势，帮助农企农户
尽快走出冰冻雨雪天气影响的生动写照。

灾情发生后，省联社迅速成立专班，
研判灾情，及时印发了《关于加大对受灾
农业经营主体金融纾困力度的通知》，指
导各市县农商行迅速成立由“一把手”亲
自挂帅的工作领导小组，对内梳理各项
金融纾困政策和措施，对外迅速摸排走
访受灾情况和抗灾金融需求，开辟绿色
通道，及时受理专项贷款，确保“三保一
抓”（保安全、保供应、保春耕、抓灾后复
产）落实到位。

春节过后，全省农商行开展支农支小“春天行
动”，全员开展大走访、大摸排、大服务。经调查，全
省农商行所辖区域受灾3014户，损失金额达12.77
亿元。其中：养殖业受灾553户，损失金额2.3亿
元；种植业受灾2126户，损失金额6.27亿元；农产
品加工类受灾199户，损失金额2.16亿元；农业服
务行业受灾136户，受灾金额2.03亿元。

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主体受损情况，全省农商行
有针对性制定信贷方案，帮助广大农企农户尽快渡
过难关。在抗灾救灾过程中，对原本经营正常但受
灾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资金短缺，经过
扶持能够较快恢复正常经营能力的农业经营主体，
农商行主动关心，加强对接，制定纾困方案，不盲目
抽贷、断贷、压贷；对有贷款需求，符合贷款条件的
客户早投放、快投放；对存量客户，面临还款压力
的，采用无还本续贷、展期等多种方式，解决客户的
后顾之忧。

位于荆门市沙洋县的湖北新保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是沙洋县域内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主要
从事农业肥料生产，因雪灾冰冻影响厂房坍塌，受
灾面积约11000平方米，受损金额约200万元。前
期沙洋农商行直属支行已通过“荆链贷”为该客户
提供信贷支持210万元，灾害性天气发生以后，沙
洋农商行客户经理周菁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该
企业满足通过“再担贷”进行追加授信的条件，在上
报沙洋农商行审核评估后，迅速为该客户发放信贷
资金200万元，为企业恢复生产注入了新鲜“血液”。

湖北九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因受雪灾影响导
致养鸡厂房及有机肥厂全部垮塌，经济损失达50
万元，所有经营项目全部停止，出现资金周转困
难。黄冈市浠水农商行及时受理了该公司“政银增
信贷”200万元的申请，并于2月29日向该公司发
放到位，得到资金注入后公司迅速复工复产，逐步
进入正轨。

湖北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在这次雨雪冰冻灾
害中受灾严重，1000平方米钢构车间和700平方
米冷库被暴雪压垮，损失金额超200万元，公司在
农商行的300万元贷款也即将到期，还款及恢复生
产压力巨大。荆州农商行振兴支行了解情况后，立
即上门对接，“一企一策”现场制定支持工作方案，
即对存量到期贷款延期，对存量贷款和新增救灾贷
款降息，再新增投放100万元专项贷款，支持企业
修理受损厂房、冷库及相关设施。

截至3月7日，全省农商行通过多种方式支持
受灾农户1974户，金额8.78亿元。其中：养殖业
238户，金额1.45亿元；种植业1581户，金额4.13
亿元；农产品加工业117户，金额1.69亿元；农业服
务行业38户，金额1.5亿元。

此间，为保障信贷资金能尽快
送达，全省农商行优化金融服务流
程，严格执行限时办结制、阳光服务
制，配强独立审批人队伍，灵活设置
单签、双签、三人会商、贷审会审批
等审批权限，优化相关贷款产品的
进件、投放途径、额度测算等流程，
确保贷款审批专业化、流程简单化，
让受灾农业主体想贷就贷应贷尽贷。

“冻雨和积雪压垮了我们的6
处钢构厂房，好些鸭蛋、皮蛋、咸蛋
都破了，甚至还有3条皮蛋生产加
工线严重损坏，看着这些损失真是
很揪心。”汉川市绿野禽蛋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汤志文说道，“还好有
汉川农商行雪中送炭，给我们送来
了灾后重建贷款。”

据了解，汉川市绿野禽蛋有限公
司是从事集皮蛋咸蛋卤蛋等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公司，其生产的“绿野湖”
牌松花皮蛋、咸蛋销往全国各地，由于
冰雪灾害天气影响，生产厂房和生产
线严重受损，导致销售订单压力陡增。

汉川农商行回龙支行在灾后走
访中了解到该公司的情况后，按照

“一户一策、特事特办”的原则，用活
用好无还本续贷政策、开通信贷“快
速审批”通道，仅用半天为其办理了
一笔500万元的抵押贷款。

全省农商行通过大力推广线上获
客平台，不断优化流程机制，积极利用

“301”服务模式、“4321”新型政银担
合作模式，运用科技力量，进一步提升
金融支持抗灾救灾精准性和效率性。

灾后，石首农商行第一时间联
合当地农业农村局，积极创新涉农
主体融资担保方式，创新推出以“助
农贷”为基础的“批量审批”模式，采
取“见贷即保、见保即放”方式，实行

“500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担保
免抵押、LPR利率放贷”，具有额度
高、利率低、投放快等特点，有效破
解广大受灾农户因无法提供担保和
抵押而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的难
题。石首市某禽业有限公司、某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某果蔬种植农
场等2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继
收到农商行救灾贷款3800万元。

当前，文旅产业方兴未艾。金融如何
助力文旅焕发新光彩？

武汉农商行将金融服务文旅产业作
为服务实体经济、民营企业的重要抓手，
截至2023年末，全行共支持乡村旅游企
业47户、贷款余额23.57亿元，全力支持
文旅产业发展升级、融合创新。

融资服务 助赤壁古战场焕新机

赤壁陆水湖风景区及三国赤壁古战
场是咸宁市著名的老牌景区，随着时间推
移，景区设施设备日渐陈旧，难以吸引游
客，亟待改造升级。

但改造项目资金需求量大、建设周期
长、资金回笼慢，为景区的扩建发展戴上
了“紧箍咒”。武汉农商行咸宁分行得知
后，及时伸出金融援手，为景区运营企业

发放1.4亿元贷款用以改造陆水湖风景
区，并发放9200万元贷款支持温泉度假
村建设，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推动
景区升级计划顺利落地。

项目建成后，以发展温泉旅游为立足
点，赤壁古战场、羊楼洞、陆水湖风景区等多
景区联合，成立了赤壁生态旅游龙头联盟，
形成了陆水湖千岛湖、三国文化、茶文化三条
旅游主线，让游客“品三国、游陆水、泡温
泉、逛古街”，赤壁生态旅游焕发新形象。

金融让利 令昭君故里展新颜

昭君故里景区是宜昌市的风景名胜，
如画的田园风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
卡”。但景区内大部分基础设施略显陈
旧，存在升级扩建需求。

武汉农商行宜昌分行与景区运营企

业是多年的合作伙伴，获悉景区升级改造
面临资金需求后，该分行立刻安排专人上
门对接，充分运用文旅企业减负纾困政
策，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减费让利，助力
景区升级扩建项目稳步推进。

“有了武汉农商行的金融支持，各类
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完善。”景区负责人对
宜昌分行金融让利的举措赞不绝口。

2023年，该景区共接待游客489万人次，
同比增长22.9%，旅游综合收入增长21.4%，

“昭君故里，和美兴山”春日游被纳入宜昌11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之一；同年9月，湖北·
昭君文化旅游节正式开幕，受到侨胞盛赞。

资金赋能 打造世外桃源花博汇

在蔡甸区大集街道天星村，有一片美
丽的世外桃源，原始的自然生态风景吸引

人们驻足流连。花博汇都市田园综合体
项目的建设计划应运而生，但由于工期较
长、资金不足，项目进度缓慢。

武汉农商行蔡甸支行主动上门了解
情况，采用“流转土地+股权质押”等多种
担保方式累计授信5.9亿元支持该项目建
设，在不改变农民宅基地所有权的前提
下，对村里的闲置住房进行个性化改造，
将天星村改造成为了一个集花卉旅游观
光、创意农业体验、美丽乡村体验于一体
的花博汇都市田园综合体项目。

在武汉农商行的信贷支持下，如今的
花博汇已发展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年接待游客突破300万人，直接收入达
1.5亿元，项目衍生的生态民宿、亲子游
乐、特色花卉种植、文创等产业创造产值
突破6000万元，让1000多名农民在家门
口吃上了“旅游饭”。

助力老景区焕发新光彩

武汉农商行23亿元支持农村文旅升级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祎 通讯员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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