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农商行支持
农业产业链一览表

贷款余额 惠及农户数

优质稻米

104.55亿元 129863户

生猪养殖

64.36亿元 39339户

特色淡水产品（小龙虾）养殖

32.88亿元 15216户

蔬菜（食用菌、莲）种植

59.66亿元 20996户

茶叶种植

45.6亿元 12383户

柑橘种植

15.97亿元 9797户

道地药材种植

19.88亿元 9172户

（数据截至2024年6月末）

“来，看一看，试一试，不好看不收钱！”9
月15日，鄂州市鄂城区汀祖镇岳石洪村一家
古风服装店，前来租试衣服的游客络绎不绝。

招揽顾客进店试衣服的正是岳石洪村村
民戴女士。戴女士是一位返乡创业青年。“上
半年，销售额突破了40万元。”戴女士笑着
说，自己的小店如今能够红红火火，离不开金
融村官的贴心服务。

2022年，离乡多年的戴女士嗅到家乡文
旅产业发展机遇，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岳石洪
村开了一家服装租售店，租售旅拍服装和日
常服饰，刚开张红火了好一阵，后来因前期装
修投入较大、进货铺货缺乏资金、回款周期较
长等原因，店面一度陷入资金短缺难题。

了解到她的困境后，今年54岁的鄂州农
商行金融村官谢元华曾多次主动上门对接，

针对店铺用款季节性强、经营流水大、无抵押
物的特点量身定制融资方案，依据店内流水
情况，农商行为其发放“码商e贷”20万元，帮
助戴女士成功渡过创业“瓶颈期”。

“资金到位后，极大缓解了我流动性资金
不足的情况。”戴女士说，金融村官就是自己
身边的“金融专家”，各种金融问题都可以找
他咨询，是村民们眼中的“自家人”，很放心。

像谢元华这样的金融村官在全省农商行
还有很多，他们长期扎根农村一线，经常走乡
访户，“一对一”为有需要的村民提供金融服
务。数据显示，全省农商行已在1.4万个行政
村分布5503名金融村官。

江陵农商银行“金融村官”通过细致地走
访入户，深入了解农户金融需求，以微信、电
话、宣讲等形式为村民提供金融产品咨询、金

融政策宣传、社保卡激活；通过村委会驻点办
公，搭建起农户与银行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为
精准施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

为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襄阳
农商行张家集支行的金融村官，经常利用每
天中午和晚上下班时间，是进村入户，挨家挨
户上门拜访，手把手指导农民使用手机银行
和收款码、宣讲反诈金融知识，让农户安全享
受足不出户的便捷金融服务……

此外，各地农商行不断赋能“金融村官”，
开展党建联建、参与村“两委”决策、开展爱心
志愿服务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真正走进
群众中间。省农信联社有关负责人表示，全
省农商行通过“金融村官”实现了“村银共
建”，使得金融党建与地方党建、金融支农职
能与地方乡村振兴中心工作深度融合。

改变一个地方，需要一个产业，产业需要金融“活水”浇
灌。

“香菇也怕热，喷水冲冲凉，品质会更好。”9月上旬，在
十堰市郧西县杨溪铺镇青龙泉社区香菇基地内，村民们正
在给菌棒喷水。菌棒上，一簇簇、一片片的香菇饱满圆润，
长势喜人。

近年来，十堰依托得天独厚的“珍稀菌类”资源优势，因
地制宜发展食用菌产业。2023年，全市食用菌产业实现综
合产值160亿元，食用菌综合品牌价值跻身全国20强。

青龙泉社区是湖北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汇
集了十堰市郧阳区18个乡镇4237户易地扶贫搬迁户、
15380人相继安置在165栋楼房里。如今，他们主要的收
入来源之一就是种植香菇、加工香菇。

作为“乡村振兴主办行”，郧西县农商行因地制宜推出
“香菇贷”等产品，累计投放4亿元支持发展香菇等产业发
展壮大，按照全产业链、全生态链、全价值链模式，金融配套
优惠支持当地食用菌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引进上下游企业
22家，建成的智能化工厂可产出十多种菌菇，包括香菇、榆
黄蘑、猴头菇、银耳、灵芝、黄金菇、红平菇、杏鲍菇、姬菇等
品种，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

刚刚过去的夏天，人间烟火透荆楚，满桌尽是小龙虾。
麻辣的、蒜香的、油焖的、蒸的、卤的、炒的……

提起“小龙虾”，潜江是绕不开的地方。潜江市熊口镇
是养殖、加工小龙虾的重镇，年养殖小龙虾2200余亩。近
年来，潜江农商行以熊口支行为前沿阵地，紧紧围绕熊口镇
支柱产业小龙虾产业，持续加大金融供给力度，不断提升金
融服务质效，实现在当地各项贷款余额达2.54亿元，其中涉
农贷款余额2.14亿元。

熊口镇龙头企业华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小龙
虾，通过了农业农村部无公害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获美国
通关“绿卡”，出口欧洲、美国，可以达到“在欧美人的餐桌
上，每三只小龙虾就有两只来自潜江”。潜江农商行严格落
实上级决策部署，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每年走访对接华山
公司，通过固定资产抵押等形式，为其提供3400余万元的
贷款支持，全力支持企业轻装前行，推动其更好带动地方经
济发展。

洪湖莲藕、恩施玉露、赤壁青砖茶、秭归脐橙、孝感米
酒、梁子湖大河蟹……全省各地农商行因地制宜，结合当地
农业产业发展实际，从种植、养殖、加工、餐饮等全链条为企
业、农户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末，全省76家农商行支持
的特色产业，如优质稻米、生猪养殖、特色淡水产品、蔬菜、
茶叶、家禽等，贷款总额达到了381亿元。

省农信联社

叫响“乡村振兴主办行”口号 深度服务1.4万个乡村
因地制宜放贷
381亿元推动特色农业强链补链

“小微金融店小二，乡村振兴主办行。”2021年6月，
省农信联社鲜明地提出了这一口号。

近年来，省农信联社统筹指导管辖范围内的76家
农商行，结合各地农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推出“虾农
贷”“蕲艾贷”“以茶相贷”等各类特色贷款，5000 余名
金融村官扎根 1.4 万个乡村，把优质的金融服务送到

农业生产第一线，深度融入县域经济、深度融入农业
产业链，不断为2000万荆楚农民增收致富贡献金融力
量。

截至 8 月末，全省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 5168.79 亿
元，较年初净增328.4亿元；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余额327.6亿元，较年初增长43.8亿元。

与村民打成一片 5503名金融村官扎根乡村

鄂州农商行汀祖支行客户经理走访返乡创业的个体工商户。 郧西县香菇种植户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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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湖北省分公司

金融赋能乡村振兴 共绘荆楚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征程中，乡村振兴战略

犹如一股强劲东风，吹拂着广袤的田野乡村，激荡
着“三农”发展的无限活力。

金融是国家经济血脉和重要核心竞争力，承

载着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
要使命，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作为深耕区域的国有大型金融保险企业，从
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中国人寿湖北省分公司持

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保险姓保，优化产品与服
务，以“五大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确保金融活水精
准滴灌到田间地头，努力绘就助力荆楚高质量发
展的新画卷。

强化党建引领是驱动乡村振兴的内
生动力。中国人寿湖北省分公司坚持党
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领导，对助推乡村
振兴的重点工作、资源投入、人员安排等
优先研究和组织实施，选派党员干部驻村
帮扶，并建立挂点包片及联系点调研机
制。公司党委组织理论学习、开展实地调
研，深入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工作，全面部
署、规划、督导乡村振兴工作，确保各项帮
扶任务顺利完成。

“金融+党建”，强村富民路更宽。该
公司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探索党建
帮扶模式，增强金融央企使命担当。通过
开展结对帮扶、党建培训、联学联建等方
式，助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在

竹溪县汇湾镇船丰村，中国人寿湖北省分
公司聚焦党建引领，发挥行业优势，在基
础建设、民生期盼、产业发展、数字乡村建
设等方面倾注帮扶力量，2021年以来，坚
持帮扶力度不减，改善民生，落实消费帮
扶。为竹溪县监测对象捐赠意外伤害保
险，承担风险保障3573余万元。在竹溪
县兵营镇开展“以学促干提升履职能力”
专题培训交流活动，助力年轻干部答好青
春“赶考卷”。

胸怀“国之大者”，厚植为民情怀，中
国人寿湖北省分公司以党建引领凝聚力
量，切实增强使命担当，确保做到思想不
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推动
帮扶工作向纵深发展。

保险姓保，回归本源。中国人寿湖北
省分公司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聚焦主责主业，切实发挥保险“经济减震
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

做好兜底保障，助力乡村振兴。2021
年以来，该公司共为750万人提供2054亿
元风险保障，赔付金额1.2亿元，赔付达5

万人次；积极承办大病保险项目，承保人数
4960万人次，赔付金额38.44亿元，赔付达
227万人次。其中，大病保险乡村振兴人
口赔付金额21376万元，赔付达16万人
次，有效减轻群众就医费用负担，提升保险
服务满意度。

与此同时，中国人寿湖北省分公司精

准发力，积极落实保险帮扶政策，连续多年
对接集团公司在丹江口市和郧西县开展的

“小额保险帮扶项目”；连续12年承保十堰
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2024年服务覆盖当
地127.715万城乡居民，截至6月底为2.11
万人次提供了大病理赔服务，赔付金额
3593.8万元，助力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
推动乡村振兴进阶提质，卓越表现屡

获表彰。2024年6月，中国人寿湖北省分
公司被湖北省委组织部等三部门表彰为

“2023年度工作突出派出单位”，被湖北省
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授予2023年度定点
帮扶考核综合评价为“好”的最高等级。

服务乡村振兴永不懈怠。对于寿险企
业来说，如何在织密乡村人身保险保障网
络的基础上，发挥资源优势推动“五大振
兴”，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中国人
寿湖北省分公司践行金融初心，发挥主业
优势，创新帮扶形式，多措并举为湖北乡村
振兴贡献国寿力量。

“我们这个车间不仅是茶叶加工地，也
将成为扶贫车间，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
8月，笔者走进竹溪县汇湾镇船丰村正在抓

紧建设的茶叶生产车间，听到竹溪县富民
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明言信心满满介
绍道。据悉，该茶叶车间由中国人寿湖北省
分公司投入80万元帮扶资金建造，将建成
红茶和白茶生产车间，带动当地百姓就近
就业增收。

在更广阔的乡村沃土，中国人寿湖北省
分公司以产业帮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水。通过着力发展帮扶村重点产业茶
叶6900亩、建设龙头产业国标准字号酒厂，

因地制宜推广香菇木耳种植、发展家庭农场
养殖业，推进13个特色产业合作社建设等，
全面促进乡村经济和村民收入增长。

创新工作方法，压实帮扶责任，促进乡
村振兴之路行稳致远。中国人寿湖北省分
公司抓住“人才”这一核心要素，充分发挥
资源整合优势，深入开展技能培训，先后派
出工作队，组织帮扶村的老师参加乡村振
兴“三支队伍”培训班，助力乡村振兴人才
建设，为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添能蓄力。在

每年7、8月防汛防灾的关键期，中国人寿
各支公司到驻点村开展自然灾害风险排查
和走访调研，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底线。

从“输血式”民生兜底到“造血式”产业
帮扶，从精准对接农业产业需求，到支持乡
村振兴人才建设，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中国人寿湖北省分公司切实为村民撑起

“保障网”、鼓起“钱袋子”，不断增强当地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实际行动助农惠农
富农，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乡村振兴，民之所向。中国人寿湖北省分公司坚守
金融服务“三农”的初心，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让金融
服务更加贴近农民需求，更加符合农村实际。该公司积
极构建多元化普惠金融供给，开发专属普惠产品，通过
推广涉农保险和乡村振兴保（防贫保）、美好生活系列保
险，筑牢因病因灾因意外返贫致贫防线，确保他们不因
贫困而掉队，共享乡村振兴的成果。

中国人寿湖北省分公司发挥金融央企优势，升级保
险网点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线上“一站式”服务，提升用
户便捷感。积极参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创新示范区建
设，设立普惠金融工作站，将金融服务延伸至乡村末
端。共创建普惠金融工作站32个，开展宣传活动192
次、涉农政策知识培训64次，受理保险投保2880余
次。同时推进金融服务进社区，创建社区示范站205
个、服务点2005个，开展社区联谊活动456场次，客户
服务活动2914场次。

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和丰富活动，大大提升了金融
保险服务的触达能力，推动网点、人员、资源和服务更加
贴合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等普惠金
融重点服务群体，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保险需求。

初心不改，心系民生。中国人寿湖北省分公司将一
以贯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保险功能
作用和行业先锋模范作用，以金融保险之力全方位、多
层次地助力乡村振兴，持续引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田间
地头，助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为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吕九林 姚波 张杨俊）

竹溪县富民农业专业合作社。

凝聚党建力量 坚定助企惠农

强化保险兜底 撑起民生保障网

聚力“五大振兴”推动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助农 彰显责任担当

中国人寿驻十堰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村工作队
向老百姓宣讲守水护水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