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 E-mail:zhuanban@zgcxjrb.com

编审  黄景莉  编辑 向红

中国城乡金融报 2019.12.13 星期五A6

基层管理论坛
做大做强做亮
“惠农 e贷”

做大做强做亮“惠农 e 贷”，是农业

银行落实党中央缓解农民贷款难、贷款

贵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农业银行推进

数字化转型、应对县域市场竞争、打造农

行优势品牌的现实需要。农业银行辽宁

抚顺分行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创新发展

模式，将“惠农 e 贷”作为营销农村高端

客户、体现农行责任担当的主要抓手，擦

亮了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新名片。

抚顺地处辽宁东部山区，土地结构

“八山一水一分田”。近年来，抚顺市结

合多山少地的地貌特征，大力发展“一

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特色农业，成为

了全国知名的中药材生产基地和山野

菜供应基地。抚顺分行因地制宜，充分

发挥“惠农 e 贷”的标准化准入、精准化

营销、批量化放贷的特点，创新研发出

“药材贷”，极大缓解了农民贷款难、贷款

贵问题。

“药材贷”明确以信用好、人品好且

生产经营中药材的农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及涉农小微企业等为主要贷款对象，

贷款用途仅限于从事中药材的种植、初

加工产品的研发、加工、销售等，确保信

贷资金的专款专用。“药材贷”采取灵活

多样的担保方式，在传统的保证担保、抵

押担保和质押担保的基础上，引入政府

增信机制，通过政府风险补偿金、农业担

保公司以及保证保险等方式，解决了农

民普遍存在的“担保难”问题。“药材贷”

贷款额度 1 万元起，农户单户最高不超

过 10 万元，对涉农小微业主、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涉农小微

企业分别设定了单户贷款上限，最高不

超过 300 万元。截至 10 月末，抚顺分行

累计发放“药材贷”7432 万元。

清原龙胆是清原满族自治县的特色

药材，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清原县

龙胆草的年产量超过 1000 吨，占全国市

场的 80% 以上。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

镇椽子沟村被辽宁省农委确定为“龙胆

草生产专业村”。抚顺分行创新开展整

村推进模式，清原支行与椽子沟村党委

开展党建共建，以“党建 + 信用村”的模

式，打造“银村合作”平台，整村推进“惠

农 e 贷”，已累计投放贷款 2146 万元，帮

助了 70 多户农户创业致富。

新宾满族自治县是满族故里、启运

之地，当地的菇菌种植业发达。抚顺分

行深入推进产业带动模式，围绕当地龙

头企业，延伸营销产业链的上下游客户。

新宾明芳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宾满族自治

县苇子峪乡建立了香菇种植基地，抚顺

分行在 2017 年向其投放了 300 万元的信

贷资金，两年多的时间，明芳科技的香菇

种植大棚由 25 个发展到现在的 300 余

个，辐射了周边 5 个村，带动了 300 多户

村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围绕明芳科技的

下游香菇种植户，发放“惠农 e 贷”32 笔、

1057 万元。

自“惠农 e 贷”推广以来，抚顺分行

已累计投放 3.4 亿元，余额突破 2.8 亿元，

成为深耕县域主战场的拳头产品。

凝心聚力创新产品和服务
农行辽宁抚顺分行行长  贺鹏

张家港位于沿海和长江两大经济开

发区带交汇处，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百强

县（市）前三位。在经济发展高地，农业

银行江苏张家港分行通过紧贴地方经济

发展特色，紧跟地方乡村振兴战略，做到

创新先人一步、推广快人一步、体验胜人

一筹，将“惠农 e 贷”打造成市场上有影

响、有品牌、立得住的数字化产品。

张家港分行深入贯彻落实江苏分行

数字化转型要求，着力构建线上线下融

合营销服务体系，强化项目批量获客、服

务模式创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农

户贷款线上化、批量化、便捷化、普惠化

运作，“惠农 e 贷”业务发展取得良好成

效。截至11月末，张家港分行“惠农e贷”

余额 3.89 亿元，比年初增加 1.05 亿元。

打造“外部 + 内部”高效服务模式。

在内部流程优化上，组建跨层级、跨部门

营销团队，行际间纵向协调、部门间横向

联动，网点和部门均明确专人对接，确保

信息畅通，流程不脱节。网点侧重做好

农户贷款信息的收集和调查等工作，信

贷部门侧重做好农户贷款的审核和放

款等工作，公司、零售等部门搭建共享平

台，实现客户资源共享，共同发掘农户需

求，并反馈至相应网点，形成服务闭环。

同时定期开展“惠农 e 贷”业务培训、编

写下发操作手册，成立业务辅导小组赴

网点现场指导，让员工充分了解“惠农

e 贷”的操作要点和产品优势。在外部

信息获取上，围绕辖内特色农业、现代农

业、品牌农业、观光农业等“四类农业”，

与政府涉农部门、行业协会等外部单位

大联合，开展摸排调查，分析筛选白名单

客户，定制差异化、特色化、综合性整体

服务方案，进行主动授信。

打造“线上 + 线下”双线服务模式。

线下方面，每个网点设立“三农服务小

分队”，积极开展“走出去”行动，通过进

村庄、进田间、进农场、进集市等活动，了

解农户的需求，介绍“惠农 e 贷”相关产

品，做好台账和后续对接，挖潜客户需

求。线上方面，加大对惠农“惠农 e 贷”

的推广力度，强化白名单客户对接，分类

进行短信营销、人工外呼和上门拜访，提

高服务有效性和成功率。同时，定期现

场贷后检查并拍照存档，掌握贷款资金

使用与客户经营情况，做好贷后管理。

打造“公司 + 专业市场 + 农户”批

量服务模式。“公司 + 农户”模式，即围

绕当地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大型农业生产

企业等，获取其上下游产业链客户的经

营数据和交易信息，将服务由企业延伸

至产业链上下游农户。“专业市场 + 农

户”模式，即利围绕当地特色农业、专业

市场等，把“惠农 e 贷”与“一项目一方

案一授权”有机结合，推动“三农”信贷

服务由过去传统单一、零散模式向批量、

专业、高效发展模式转变。针对“一项

目一方案一授权”模式下批量化准入客

户，分支行与网点实施三级联动，组成

联合调查组，对市场和客户、开展调查，

提高运作效率和调查质量。

“三大模式” 点燃惠农引擎
农行江苏张家港分行行长  张曾博

在“四个结合”上做足工夫

随着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

村的发展出现新态势，农业银行把实施互

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作为全行的“一号

工程”，搭建“惠农 e 通”服务平台，作为

农村行，可以结合自身的区域产业优势，

把握好“四个结合”，做大做强做亮“惠农

e 贷”品牌，打好服务“三农”组合拳。

“惠农 e 贷”要与提高认识、强培训、

广宣传相结合。“惠农 e 贷”是新时代农

行服务“三农”的新名片、新业务，是农行

调整信贷结构，加大农户贷款投放、以资

产业务带动负债等综合业务发展的有效

路径。一是县域支行要高度重视，统一思

想，推进农户贷款转型。二是强化业务培

训。组织开展灵活多样“惠农 e 贷”农户

贷款业务培训，成立业务辅导小组面对

面、手把手进行现场演示，确保县域支行

行长以及客户经理等一线操作人员掌握

“惠农 e 贷”相关制度和业务办理流程。

三是加强宣传。县域支行要组织巡回宣

传队，印制宣传资料，折页与政府部门密

切配合，深入乡、村、农户开展广泛宣讲。

做实“惠农 e 贷”基础工作。 

 “惠农 e 贷”要与区域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相结合。县域支行要以支持区域特

色产业为切入点，加强调研，根据县域发

展的特点和特色，努力挖掘和满足农户

日益增长的各类贷款需求，一是抓好三

个对接：即对接好当地政府、乡村两支委、

农户，摸清当地产业发展规划，投入重点。

二是要紧紧围绕本地特色产业体系，找准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与“惠农 e 贷”的牛鼻

子、连接点、契合点。三是及时跟进农业

产业重点项目。如忠县 35 万亩、年产值

34 亿元、惠及 14 万农户的柑橘产业名片，

农业银行忠县支行制定“一品一策”专属

产品“柑橘 e 贷”，通过公司 + 农户，切实

解决柑橘种植、加工、销售的资金需求，受

到了政府、企业、农户的称赞。四是结合

“一项目一方案一授权”发展思路，开发

完善县域特色农户信息档案系，广泛开展

“白名单”制，依托型新型农业主体、专业

大户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

方式，实现精准营销。

 “惠农 e 贷”要与银政合作助力脱贫

攻坚相结合。通过借力用力、借势发展，

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依托政府增信，充

分发挥其利率低、免担保、审批快的优势，

把惠农 e 贷业务做大做强做优，助力脱贫

攻坚，增加政府、银行的粘合力，话语权，

实现政府银行农户互动发展。一是精准

确定贷款对象。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发

放对象，以政府风险补偿为保障，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简化业务流程，提

高业务办理效率。二是精准获取客户数

据。依托特色产业和政府增信模式，充分

挖掘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该产业的数据，建

立信贷模型，测算出白名单预授信金额政

府对银行鼎立相助。三是精准开展业务

帮扶。要落实责任人、帮扶人，进村入户

开展帮扶指导和营销。

“惠农 e 贷”要与提升县域支行竞争

力相结合。县域行要把“惠农 e 贷”作为

打造成县域支行竞争力的新利器。一是

突出发挥惠农 e 贷综合效应，最大限度营

销吸引优良客户群体，挖掘增量客户。二

是加大考核力度，落实绩效倾斜政策，明

确细化目标任务，三是定期 PK、通报、督

导、约谈，强化风控责任追究等措施，提升

“惠农 e 贷”在县域的覆盖面，竞争力。四

是发挥“惠农e贷+”综合作用，带动存款、

理财、涉农代理、产业链客户、财政账户的

营销拓展，促进综合效益全面显现，提升

“惠农 e 贷”品牌形象。

农行重庆忠县支行行长  鞠鹏志

服务“三农”是农业银行安身立命

之本。农业银行湖南邵阳分行按照省分

行“一支行一惠农 e 贷”发展要求，把“惠

农 e 贷”作为服务“三农”重点产品和新

名片，立足抓早抓新抓实，切实做大做强

做亮“惠农 e 贷”品牌。截至目前，该行

已累计授信“惠农 e 贷”逾 14.8 亿元，惠

及农户 4135 户；2019 年投放逾 7.4 亿元，

带动 168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立足抓早，统筹谋划精细部署。深

入推进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一号

工程”，持续推动“惠农 e 贷”业务快速

健康发展，该行紧紧围绕“惠农 e 贷”全

面扩量提质增效的总体要求，于年初

制定了《邵阳分行互联网金融服务“三

农”“一号工程”行动方案》，明确了“惠

农 e 贷”业务在业务规模上、在模式拓展

上、在质效提升上、在品牌影响上的全年

营销行动任务目标，后续又相继推出了

“掌银便捷贷营销方案”“创新模式贷竞

赛营销方案”“惠农 e 贷推进方案”，配

置了专项激励工资，进一步激发全行的

营销热情。

立足抓新，紧扣特色融入产业。为

全力推动“惠农 e 贷”扩户上量和可持

续发展，该行加大了模式推广和创新

力度，年初即制定了“烟商贷”“养老

贷”“专业市场贷”“乡村振兴带头人

贷”整体服务方案。同时根据“一县一

特”“一县一快贷”发展思路，创新推广

“脐橙贷”“粮食贷”“柑橘贷”“油茶贷”

等“惠农 e 贷”金融产品，积极解决农民

融资难题。截至 11 月末，该行已投放

“农民养老贷”1133 万元，惠及农户 223

户；已向 67 户中药批发商户投放“廉桥

药材专业市场商户贷”1708 万元；投放

“洞口柑桔贷”106 户 2304 万元；投放“绥

宁提子贷”47 户 720 万元；投放“烟商

贷”450 户 5878 万元。该行立足地方特

色产业累计带动 8000 人就业，带动 900

户贫困户增收。

立足抓实，多方联动形成合力。一

是继续加大与市县两级农信担公司的对

接，与农信担公司建立每旬定期拜访、每

月定期会商、随时反馈问题等沟通机制，

切实解决双方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截至 11 月末，该行“保贷通”余额

逾 1.6 亿元，较年初净增 5643 万元。二

是成立市县两级贷款营销团队，积极宣

传惠农政策，开展信贷业务培训，拓宽

“惠农 e 贷”的营销渠道，充分挖掘农村

个体工商户、种养殖大户等群体，筛选优

良客户，细化分工，形成合力营销效果。

三是做好“惠农 e 贷”与“惠农 e 商”“惠

农 e 付”的联动互促，构建立体式服务网

络。大力推广“一 e 贷一掌银”，带动掌

银在县域及农村区域的普及，同时推动

“惠农 e 贷”主动融入专业市场、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等场景，助推“惠农 e 商”

发展。截至 11 月末，该行在邵阳市建设

3808 个惠农通服务点，打造了 124 个金

融服务站，布放惠农通机具 3932 台，惠

农通机具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100%，惠农

通工程金融性交易量 195 万笔，惠农商

圈场景商户 269 户；代理民生项目 7 个

总量 224 万元，惠及 210 万城乡居民。

“三个立足”促业务量质提升 
农行湖南邵阳分行行长  曹海

编者按：  农业银行 2019 年年中党建和经营工作会议指出，
“惠农 e 贷”是“一号工程”的拳头性产品，不但顺应了县域数字
化、融资线上化的大趋势，也高度契合中央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
部署要求，全行必须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做亮“惠农 e 贷”，将其打
造成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金字招牌。本期《基层管理论坛》约请
五位基层行行长，立足自身实际，谈谈如何做优做强“惠农 e 贷”。

“推进数字化转型  再造一个农业银

行”是农业银行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近年来，农业银行甘肃西和县支行因地制

宜，瞄准特色优势产业，着眼“惠农 e 贷”

产品，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瞄准特色产业打造优势产品。西和

县特色产业资源丰富，又是全国的“半夏

之乡”，发展产业信贷有基础、有优势、有

潜力。虽然西和县半夏产业相对成熟，但

由于没有大型龙头企业带动，农民想扩

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延伸产业链

条仍面临担保难、融资难等问题。西和县

支行把破解农户融资难题作为全行的头

等大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惠农 e

贷”为平台，创新推出了“惠农 e 贷 - 半

夏贷”产品。“惠农 e 贷 - 半夏贷”无需

抵押担保，属纯信用贷款，解决了农户抵

押担保难问题；贷款执行基准利率，解决

了农户融资贵问题；同时，开通线上和线

下两种贷款申请渠道，农户从申请贷款到

获得贷款仅需几分钟，有效解决了农户融

资慢问题。“惠农 e 贷 - 半夏贷”搭建起

了农民融资的“快车道”。据统计，该产品

自 2017 年底推出以来，已向 2044 户农户

投放半夏贷近 1.6 亿元，覆盖全县近 68%

的半夏种植户。“惠农 e 贷 - 半夏贷”的

适时投放，不仅有效推动了西和县半夏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带来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仅半夏产业一项，每

年就带动农户户均增收 3.5 万元。同时，

通过引入专业合作社带贫机制和种植大

户传帮带带动，惠及全县 1200 户贫困户，

2018 年带动 700 多户贫困户脱贫。

以点带面不断扩大综合效应。西和

县支行把“惠农 e 贷”作为全行的“拳头”

产品，与提升支行竞争力相结合，着力将

其打造为提升竞争力的新利器。一是充

分发挥“惠农 e 贷”综合效应，最大限度

营销优质客户群体，挖掘增量客户。经

测算，“惠农 e 贷”的推出，为西和县支行

新增贵宾客户 2200 户，优化了客户结构。

二是加强考核力度，落实绩效考核倾斜政

策，明确细化目标任务，将有限的资源用

到刀刃上。三是定期通报、督导、约谈，强

化风险责任追究等措施，提升“惠农 e 贷”

在县域的覆盖面和竞争力。四是发挥“惠

农 e 贷 +”综合作用，带动存款、理财、涉

农代理、产业链客户、财政账户的营销拓

展，促进综合效益全面显现。截至 2019

年 11 月末，西和县支行个人存款达 20 亿

元，比年初增加 2.2 亿元；各项贷款 15.2

亿元；“惠农 e 贷 - 半夏贷”无不良。“惠

农 e 贷”真正成为全县家喻户晓的名牌产

品，成为全县人民眼里的“香饽饽”，农民

发家致富的助推器。

强化宣传培训提高产品影响力。西

和县支行通过提高认识、强化培训、广泛

宣传相结合，下大力气提升“惠农 e 贷”影

响力。一是推进农户转型工作，把一批信

用良好、有发展产业愿望的存量农户转型

到产业贷的渠道上来，2018 年完成农户转

型人数达到 2300 人。二是强化业务培训。

组织开展灵活多样“惠农 e 贷”培训，成立

业务辅导小组面对面、手把手进行现场演

示。2018 年以来组织各类培训 12 次，受

益群众达300人次，开展上门服务20余次，

受益群众达 3200 人次。三是加强宣传。

组织巡回宣传队，印制宣传资料、折页与

政府部门密切配合，深入乡 ( 镇 )、村、户开

展广泛宣讲，做实“惠农 e 贷”基础工作。

农行甘肃西和县支行行长  李赟

搭起农民融资“快车道”

贺鹏

凝心聚力创新产品和

服务，擦亮农业银行服务

“三农”新名片。

曹海

立足抓早抓新抓实，

切实做大做强做亮“惠农

e 贷”品牌。

 张曾博

鞠鹏志

将“惠农 e 贷”打造成

市场上有影响、有品牌、立

得住的数字化产品。

把 握 好“四 个 结 合”，

做大做强“惠农 e 贷”，打好

服务“三农”组合拳。

李赟

以“惠农 e 贷”为平台，

创 新 推 出 了“惠 农 e 贷 -

半夏贷”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