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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建引领

筑牢农商银行的“根”和“魂”

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省农信联社高

举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这面旗帜，一以贯之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2023 年 8 月 19 日，中国

共产党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第二次党员代表大

会在济南召开。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王继东作了题

为《守正创新 勇毅前行 为全面推进全省农商银

行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的报告。大会明确了未

来5 年全省农商银行高质量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为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作出新贡献增强了信心

和决心。

加强理论学习。一体推进理论学习、调查研

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持续强化政治建设，严

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宣传

宣讲，省农信联社被省委宣传部确定为“新时代党

的创新理论宣讲基地”，获评“基层理论宣讲表现

突出集体”。

推动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制定印发

《关于农商银行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

指导意见》等制度办法，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和政

治核心作用，确保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开展基层党建“四大行动”。充分发挥基层党建

凝聚力和创造力，聚焦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持续深入推进党支部建设系列工程、党建共建、

党支部日常监督和党员民主监督、员工关心关爱基层

党建“四大行动”。深入推进党支部“三创一评”建

设系列工程，全系统9家单位入选省属企业优秀党建品

牌案例。把党建共建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

上，推动党建与业务同向发力、深度融合。 2023 年，

全系统各级党组织与4 . 2 万家党组织开展共建活动7 . 3

万余次。省农信联社党委“探索推进‘五大家园’建

设、汇聚全省农商银行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被山东省

委组织部评为“山东组织工作创新奖”。

传承弘扬“大挎包”优良传统。省农信联社把

“大挎包”优良传统作为全系统红色基因和传家之

宝，深度融入思想教育、经营管理、企业文化建设

全过程，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常态化开展专题教

育，组织开展“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主题月”等活

动，讲好“大挎包”的故事，引导干部员工做到对

党忠诚，服务群众，勤俭敬业，公私分明。省农信

联社先后获评“山东省党员教育现场教学基地”

“全省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坚持回归本源

助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火红的石榴，火红的日子。 2023 年金秋，枣庄

市峄城区连片种植的 10 万亩石榴园里硕果飘香，

石榴种质资源库中科研正忙，石榴盆景、石榴根雕

市场购销两旺……在省农信联社指导下，枣庄农商

银行聚焦特色产业发展，创新服务模式，有力推动

了当地石榴产业发展。

将视线从枣庄投向更广袤的齐鲁大地：德州

“吨半粮”创建首年告捷；禹城市大豆玉米带状复

种面积发展到 14 . 1 万亩，再次跃居全省第一；东

营的盐碱地里养出美国白对虾；邹城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金针菇 1 0 万吨，居全国前列；长岛

“蓝色粮仓”扬帆远航……这些发展成果的背后都

离不开农商银行源源不断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

2023 年，全省农商银行充分发挥乡村振兴主办

行作用，持续创新信贷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加大

信贷投放，全面助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截至

2023 年末，全省农商银行涉农贷款余额 9526 . 56 亿

元，较年初增加 527 . 45 亿元。 

健全服务“三农”组织保障。省农信联社理事

会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委员会，印发《 202 3 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等文

件，围绕助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增

加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信贷投入等 8 个方面，

细化支持措施 27 项，为农商银行提供方法依据。

指导 110 家农商银行全部与当地党委政府签订乡村

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全面融入当地发展战略规划。

创新丰富“三农”信贷产品。近几年来，省农

信联社推出兴农贷、宜居贷、乡风文明贷、治理有

效贷和富民贷 5 大系列 73 款产品，指导农商银行推

出地方个性化产品 138 1 款，乡村振兴产品体系进

一步丰富。省农信联社对接省农业农村厅、省种子

总站、鲁粮集团，获取更新种粮大户、种子企业和

种植基地等客户清单，指导农商银行一对一营销对

接。针对性推广“粮食增产贷”“粮食规模种植

贷”等专项产品，为粮食种植、收储加工等全产业

链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截至 202 3 年末，发

放粮食生产相关贷款 5 . 4 万户、余额 214 . 1 亿元。

“粮食规模种植贷”被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评为

“山东省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优秀金融产品”。

持续优化“三农”服务模式。在全省开展金融服

务样板村选树活动，截至2023 年末，共选树省、市、

县三级金融服务样板村5766 个，为样板村授信56 . 6 万

户、 639 亿元，用信20 . 7 万户、 305 . 1 亿元，联合省农

业农村厅选树“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样板村” 125

个。推广干部挂职服务，选派业务骨干挂职副镇长、

村委会主任助理等，参与乡村经济社会事务管理，发

挥服务“三农”纽带作用。全面推行客户经理定期驻

村办公制度，1 . 9 万名客户经理提供定时定点金融服

务，覆盖全省3 . 8 万个村庄、 4748 个社区。深入推进整

村授信，全面推行“无感授信、有感反馈”。积极落

实国家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2023 年发放优惠利率支

农支小贷款2618 亿元，使用再贷款余额1002 亿元，占

全省金融机构的49 . 56%。

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全省农商银行各

网点配备智慧柜员机 10350 台， 2063 家网点设立贵

宾区。创新推进“智慧+行政村（商户、商场、市

场、社区、单位、产业链、政务）”八大“智慧

+”。全系统布放 ATM 、 CR S 等自助设备 7 7 8 6

台。全省设置新型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站点 2 . 8 9 万

个，县域乡镇实现全覆盖，实现了“基础金融服务

不出村，综合金融服务不出镇”。

坚持支农支小

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民营经济是农商银行的天职。省农信联社坚

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不动摇，聚焦主责主业，不断拓

展提升服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城镇居民家庭的

广度、深度和温度，积极探索和实践金融服务的新

途径。

全力支持科创企业发展。省农信联社印发《关于

深入推进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省农信联社积极对接各级政府部门，获取

“专精特新”高成长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

新企业、科技创新项目等融资需求清单，指导全省农

商银行结合“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金融辅导

等专项活动，对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全力给予信贷支

持。指导全省农商银行积极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科

创引导专项额度、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政策工

具，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贷”“人才贷”等科技类信

贷产品，全面扩大科技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打通了

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青岛农商银行

与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政银携手益小

微”系列活动，推出“益小微税e贷”等多款专属信贷

产品，11 家分支机构与市场监管分局签订党建共建协

议。济南农商银行联合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济

南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推出“济担—创业贷”专项贷

款产品。诸城农商银行创新推出“普惠新企贷”，多

角度、多渠道满足首贷客户资金需求……截至2023 年

末，全省农商银行科技类贷款余额846 . 1 亿元，较年初

增加128 . 3 亿元。

全面满足小微企业金融需求。省农信联社指导全

省农商银行扎实开展“齐心鲁力·助企惠商”金融支

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专项行动及“大调研、

大走访、大营销”“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

等，大力推广“民营企业贷”“首贷通”“普惠小微

信用贷”等信贷产品，全面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省农信联社领导班子带头走基层、访企业、察实情、

解难题，对照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推送的“十大场景、

百处园区、千个项目、万家民企”名单，实现了对接

走访全覆盖。从企业提出需求，到主动挖掘企业需

求，农商银行将金融服务送到企业身边。截至2023 年

末，全省农商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9451 . 8 亿

元，较年初增加1005 . 5 亿元。

持续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省农信联社指导全

省农商银行深入到园区、工地、厂区、生活区等新

市民集中区域，开展驻点办公服务。围绕新市民群

体住房安居、教育医疗等消费需求，创新新市民系

列“创业贷”“信用贷”“安居贷”“教育贷”等

系列产品，研发推广“新市民快贷”纯线上办贷模

式。潍坊农商银行创新推出“新市民服务之家”，

提供涵盖金融服务、就业创业指导、技能培训、住

房购置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建成新市民金融服务特

色支行 9 家。截至 2023 年末，全省农商银行新市民

贷款 1392 亿元，支持新市民 45 万户。

坚持创新驱动

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机构业务应用、数据管

理、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都离不开数字化建设，坚

持创新驱动，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

强有力的数字“内核”已成为全省农商银行的发力

方向。在省农信联社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农商银行

加快业务创新、科技驱动、数据赋能、根植场景，

数字化转型工作有序开展。

“数字信贷”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手机银行、

微信等线上申贷渠道不断拓展，实现了 7×24 自助

放款，提高申贷便利度。持续对接人社、税务、自

然资源等政府部门，基于数据积累加强信贷产品和

场景建设，全流程线上贷款产品增至 10 款，线上

贷款达到 80 . 6 万户、 1050 . 9 亿元。

“数字营销”能力不断强化。通过用户精准画

像，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服务，省农信联社建立客户统

一视图，实现“智e 通”“智e购”“智e付”用户互

通。全面推广智e通手机银行5 . 0 版，持续完善服务功

能，推广应用营销和权益服务，让客户更直接体验农

商银行特色、惠民、贴心服务。截至2023 年末，全省

农商银行智e通个人电子银行3024 万户，企业电子银行

83万户，分别较年初增加 339 万户、 5 . 63 万户。

“数字场景”应用不断丰富。省农信联社指导全

省农商银行搭建居民水、电、暖等便民线上缴费通

道，完善社保缴费、乘车优惠、 ETC 出行等便民服

务。围绕医疗、教育、社保、公积金等公共服务事

项，搭建金融+政务、+商务、+民生等合作场景。组建

3006 支移动金融服务队携带移动设备走进社区、企

业、学校、田间地头，现场为客户办理开立银行卡、

开通手机银行、绑定快捷支付等服务。构建覆盖社区

居民和年轻客群衣食住行娱等生活服务所需的异业合

作、智慧商圈生态体系。为物业公司提供业务管理系

统，为社区居民、周边商户提供集存款、贷款、结

算、门禁和民生缴费功能于一体的“一卡通”服务。

因农而兴、伴农而兴。全省农商银行将深入学

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深刻把握金融工作

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

之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提升服务“三

农”和实体经济质效，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

践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发发挥挥农农村村金金融融主主力力军军作作用用

为为推推动动中中国国式式现现代代化化山山东东实实践践

贡贡献献农农商商银银行行力力量量

2023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省农信联社团结带领全

省农商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深刻把握金融工

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任

务，坚守服务“三农”和实体经济经营宗旨，积极深化改革、强化管

理、创新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全面提升，支持实体经济成效显著，为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贡献了农商银行力量，交出了一份高质量

发展成色十足的答卷。

——— 全省农商银行资产总额3 . 53 万亿元；

——— 各项贷款余额1 . 88 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2 . 83 万亿元；

——— 涉农贷款余额9526 . 56 亿元，较年初增加527 . 45 亿元；

———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451 . 8 亿元，较年初增加1005 . 5 亿元；

——— 2023 年，累计减息让利64 . 57 亿元；

——— 2023 年，缴纳税款75 . 34 亿元；

——— 资产规模、存贷款市场占有率、服务客户数量均居全省金融

机构首位。

2023 年 8 月19 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

枣庄农商银行支持辖内石榴产业发展

莒南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为专精特新企业送政策、
送资金

菏泽农商银行为新市民开设专属服务窗口

金乡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帮助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办
理线上贷款

济宁全市农商银行选派第二轮149 名干部脱产挂
职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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