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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胡羽

　　7 月8 日，在齐河县齐都花园小区“红
齐驿站”，一场别开生面的保险公众宣传活
动如期举行。中国人寿齐河县支公司积极响
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齐河金融监管支局
（以下简称“齐河金融监管支局”）的号
召，以“保险，让每一步更有底气”为主
题，向社区居民普及保险知识，传递保险理
念，进一步增强了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
　　而这场活动，仅仅是齐河金融监管支局
将金融教育与党建活动“微阵地”相结合的
一个生动例证。齐河金融监管支局以总局
“四新”工程为引领，以金融知识“五进
入”集中教育宣传活动、“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月”活动为切入点，与齐河县委组织部
联合制订工作方案，将金融教育嵌入齐河
县“红齐”党建品牌，提升金融教育政治

内涵，也将地方党建工作融入金融元素，
实 现 了 金 融 教 育 品 牌 化、阵 地 化、常
态化。
　　“红齐驿站”“红齐城市客厅”等党建
“微阵地”遍布齐河县城乡，共计1000 余
处，共同搭建起金融教育的“大舞台”。齐
河金融监管支局依托这一场所，搭建金融教
育平台，制作金融知识宣传墙，摆放金融教
育资料，选派“金融顾问”，公开电话号
码、微信、App二维码等，线上线下推送金
融知识，接受咨询，答疑解惑，全方位维护
金融消费者权益。
　　为了扩大金融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齐河金融监管支局采取“圈内+圈外”的双
轨策略，组建了一支由金融机构专业人才和
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组成的“先锋队”。齐河
金融监管支局从金融机构选派政治素质好、
业务能力强的人员组建金融专业服务队，将
月末周五定为“月宣传日”，季末月15 日

定为“专题宣讲日”，组织金融专业服务队
开展金融知识宣讲；挖掘“红齐驿站”中的
人才资源，吸纳退休党员、退休教师、退休
金融从业者等社会力量组建金融志愿者宣传
队，金融专业服务队定期对其进行培训，成
为金融教育“先锋队”，以“先锋队”带动
全社会金融教育走深走实。
　　另外，通过细分与帮包，齐河金融监管
支局构建了金融教育的“网格图”。结合
“红齐驿站”地理位置、金融机构网点布局
等情况，齐河金融监管支局将全县划分为城
区网格34个、农村网格124 个，各金融机构
帮包负责一定数量网格，负责网格内驿站宣
传内容更新、资料发放、接受咨询、需求收
集与反馈等工作，支局建立年度金融教育评
价机制，并定期通报，不断提升金融教育
效果。
　　同时，针对不同驿站的特点，提供定制
化的教育和服务，如为老年人较多的驿站准

备大字版读物，强化视觉效果，提升防骗意
识，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精准投放。
　　齐河金融监管支局的这一系列创新举
措，不仅打造了独具特色的“红齐”金融教
育品牌，而且实现了金融教育与地方党建、
金融文化的深度融合，推动建立县域金融文
化建设新模式。通过引导金融机构下沉重
心，将金融教育贴近群众实际需求，广泛传
播金融知识和文化，打通金融教育的“最后
一公里”，显著提升了公众的金融素养和风
险防范意识。
　　截至目前，齐河县依托齐都花园小区
“红齐驿站”、万达广场“红齐城市客厅”
等党建“微阵地”及中国人寿齐河县支公
司、齐鲁银行齐河支行等宣传试点，共组织
差异化宣传活动4次，受众6000 余人次，提
升了金融教育公信力，震慑了非法集资、金
融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积极向社会传递为
民监管、金融为民的金融正能量。

　　□ 本报记者 徐佳

　　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2022 年以来，以浙
商银行为主任单位的浙商总会金融服务委员
会与杭州市临平区联合开展“综合金融服务
示范区”试点工作，创新探索金融顾问制度
在区县深化实施，形成以三大主体、三大工
具、八项举措、六项成效为主的县域综合金
融生态建设3386模式——— “临平模式”。
　　今年以来，围绕提升县域综合金融服务
能力，浙商银行济南分行将“临平模式”带
到了齐鲁大地，聚焦县域，以综合金融服务
为切口，依托场景金融与数字化创新应用，
让金融成为区域综合生态建设的重要力量。

模式复制，智慧推广

　　今年 6 月以来，浙商银行济南分行以
“金融顾问工作室”为依托，与济宁市任城
区、德州市陵城区、烟台市龙口市政府建立

了深度合作关系，挂牌成立综合金融生态建
设金融顾问工作室，来自金融、财务、法律
等领域的30 余位专业人士受聘担任金融顾
问，共同启动“临平模式”复制推广，为山
东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
撑。这是浙商银行济南分行践行金融政治
性、人民性的重要举措，也是擎旗金融顾问
制度、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次全
新启航。
　　在与德州市陵城区的合作中，该行依托
陵城区金融顾问工作室，为陵城区政府提供
“资金+资本+资源”的全方位支撑，提出
“影游联动”的顶层设计，引入中国电视剧
产业制作协会、山东省影视制作头部企业—
满格文化产业集团等，共同投资运营德州市
电视剧制作基地，打造德州影视城。该项目
整体投资规划 50 亿元，涵盖了 AI 创新中
心、短剧拍摄中心、剧集创作中心等。

金融活水，润土兴县

　　在金融创新的浪潮中，浙商银行济南分
行以“临平模式”为蓝本，不断探索金融服
务的新路径。在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中，充分
发挥工业园区金融服务的产品体系优势和服
务模式优势，将自身金融力量与中小微企业
的金融需求同步聚合、同频共振。
　　孟良崮嘉鸿智造园位于临沂市蒙阴县垛
庄镇孟良崮工业园，浙商银行济南分行金融
顾问了解到该园区具有“区位优势明显、园
区定位精准、政府政策倾斜力度强”的优势
后，组成专业团队上门对接，短时间内完成
了立项调查报告的撰写、上报、审查工作，
项目批复总额度1亿元，成功为县域工业园
区解决了金融供给难题。
　　项目批复后，该行依托“8+N”小微园
区产品体系和服务模式，为园区小微企业开
展“融资+融智”综合金融服务。截至目
前，已为该园区提供各类贷款2000余万元。

公益筑梦，责任铸魂

　　浙商银行济南分行始终坚持金融工作的
政治性、人民性，秉持“善本金融”理念，
以提升金融社会价值为引领，不断放大
“善”的力量，以金融赋能助力实现共同
富裕。
　　2019 年，浙商银行济南分行启动“一
行一校”结对帮扶工作，为潍坊市临朐县九
山镇八一希望小学出资建设新教学楼、改造
绿茵操场、设立学生营养餐……从软硬件建
设、配套支持、师资交流等多方面入手，提
升学校基础教育质量。
　　今年是浙商银行济南分行“一行一校”
结对帮扶的第五个年头，该行擎“善本金
融”之旗，启动“浙银·善行筑梦行动”青
年员工支教计划，经过系统专业培训，选送
首批青年志愿者前往八一希望小学开展支教
帮扶，将丰富多彩的艺体课程以及通俗易懂
的金融知识带入校园；在教室设置知识读
书角，添置了浙商银行《“财富管理 N
课”金融知识实用手册》以及各类金融
读本。

  □ 本报记者 徐佳

　　郯城的木旋玩具、中国结、二胡，临沭
柳编，莒南高榆木梳，费县手绣……在沂蒙
大地，“非遗”产业绽放着绚烂光彩。
　　在省农信联社的指导下，临沂全市农商
银行充分挖掘金融服务需求，不断创新金融
服务模式，提升金融赋能效应，把金融助力
“非遗”产业发展作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
着力点。截至2024 年5月末，临沂全市农商
银行涉农贷款余额1281 . 37 亿元，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466 . 55 亿元，在沂蒙大地
描 绘 出 一 幅 金 融 支 持 乡 村 振 兴 的 农 商
画卷。

老物件带动“新”产业

　　2014 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郯城木旋玩具”是一种古老
的传统手工艺品，至今已有500 多年历史，
由郯城县港上镇北部樊埝村村民创造。
　　受木旋玩具品牌影响，木制品行业成为
港上镇的传统支柱产业。目前，该镇有木制
品专业生产村 11 个、木工等手艺人 1 万余
人，形成了以板材、装饰条、木旋玩具等为
主的产业链。为了支持产业发展，郯城县招
商引资，建设起郯城县木玩产业园，产业园
规划占地500 亩、总投资10亿元，现已建成
高标准厂房34幢，进驻企业20家。
　　郯城农商银行创新“金融+信用”服务
模式，采取“整体授信、分户用信”的方
式，在木玩产业园率先开展“整区授信”工
作，授信5000 万元；创新推出“木材加工
系列贷”“中国结艺振兴贷”“惠农杞柳
贷”“二胡生财贷”等信贷产品，并在非遗
技艺发源地设立“金融服务超市”，惠及手
艺人上万人。截至5月末，累计支持木旋玩
具、中国结编制、二胡、柳编等非遗产业项
目100 余个，投放专项信贷资金7 . 2 亿元，
带动就业 2 万余户，人均年收入增加 5000
余元。

亿元产值“梳”出来

　　“我们村有300 多年的木梳加工历史，
现今全村419 户几乎家家做木梳。”莒南县
东高榆村党支部书记、高榆木梳制作技艺传
承人丁明文介绍，“高榆木梳制作” 2007
年被列入“非遗”项目，全村年产木梳4000
余万把，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0%，年产值近
1亿元。
　　一把好梳子从一块好木材开始。木梳制
造加工有极强的周期性，每年秋季家家户户

集中购进木材。“通常我们每户需要购进和
储存两车原材料，资金缺口20 多万元，莒
南农商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很给力。”木梳
加工户刘恩夫说。
　　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莒南农商银行专
注支农支小，深入对接农村特色产业，针对
东高榆村木梳产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经营
资金需要，推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拳头”产
品“木梳贷”。截至5月末，莒南农商银行
运用整村授信、无感授信、批量导入等营销
方式，对东高榆村 419 户居民建立信用档
案，累计授信201 户，发放贷款3698 万元，
其中“木梳贷”用信 10 5 户，金额 11 5 2
万元。

柳编卖到欧洲去

　　随着手指上下翻飞，一根根柳条随心舞
动，一件件活灵活现的柳编作品就呈现在人
们面前。临沭县柳之韵工艺品有限公司位于

临沭县曹庄镇，是临沭规模较大的柳编企
业，产品大多出口欧洲，年产值 800 多万
美元。
　　为了解决柳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融资难题，临沭农商银行积极创新信贷产
品，推出了专门针对柳编产业的特色信贷产
品——— “乡村振兴·杞柳贷”，持续提升信
贷产品与特色产业的适配度。截至5月末，
已办理乡村振兴·杞柳贷96 户，金额6113
万元。临沭农商银行还向上游小微企业主推
“鲁担惠农贷”等政策性贷款产品，助力政
策红利精准直达，累计发放“鲁担惠农贷”
715户，金额3 . 05 亿元。

村民“绣”出幸福路

　　小孩戴的虎头帽、狮子帽，娃娃们穿的
虎头鞋，妇女装扮的香包、发绳……走进山
东金昇工艺品有限公司，一件件精美的刺绣
作品映入眼帘。

　　“第一笔信贷资金就来源于费县农商银
行。”创业初期，该公司负责人卞成飞凭着
一股子热爱，带领着周边的妇女共同发展手
绣产业，但随着规模的扩大，资金成了企业
发展的“瓶颈”。
　　了解到企业情况后，费县农商银行积极
上门对接，结合卞成飞“乡村好青年”等荣
誉，为其量身定制了专属的“抵押+保证”
模式共400 万元贷款，并给予大幅度利率优
惠。同时，该行还依托省农信联社“智 e
购”平台，免费上架费县手绣商品，在辖内
网点进行产品展示，帮助其线上线下“带
货”创收。
　　费县农商银行强化党建引领与渠道建
设，与辖内文旅局一同探索文旅上下游产业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精准为“非遗”传承
人、企业负责人、专业技能人士提供信贷支
持，累计为“非遗”上下游产业链提供信贷
支持5400 余万元，为文旅上下游产业链提
供信贷支持2 . 9 亿元。

临沂全市农商银行提升金融赋能效应，支持乡村振兴

非遗传承，金融如何添“活水”？

浙商银行济南分行积极探索县域综合金融服务模式

“临平模式”的齐鲁实践

  □记者 胡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泰山保险自主设计研发的“数字化
精准服务平台”项目继荣获“2024 年中国保险科技创新大
赛金奖”后，又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证书》，标志着泰山保险在数字化转型和科技创新领域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据了解，“数字化精准服务平台”项目充分利用了企业
微信平台的开放性和扩展性，结合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服
务的智能化、个性化和精准化。平台从智能获客、客户服
务、报价出单、营销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流程闭环设计，实
现了企业微信内部员工和外部微信客户的无缝沟通，真正提
升了员工直达客户的能力。同时，平台还具备高度的可定制
性和可扩展性，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
　　下一步，泰山保险将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做保险”的经
营理念，在金融“五篇大文章”数字金融领域持续发力，通
过加强数字化转型、科技创新、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和效率等
多方面措施，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记者 胡羽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山东科创所属山东正中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助力淄博火炬云停智慧停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获
取数据资产登记证书，并完成数据资产入表工作。这是山东
数据资产登记平台为淄博市企业颁发的第一张数据资产登记
证书。
　　据了解，此次数据资产入表工作以“淄博高新区智慧停
车云平台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该平台产生的停车场基本信
息、泊位信息、车辆信息等多种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在
短期内保质保量完成数据仓库建设、数据资源盘点、数据资
产治理、数据资产入表等环节，及时解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顺利完成了数据资产化各项工作。
　　下一步，正中信息将继续发挥其在数据要素流通标准化
和数据资产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探索更多“数据+”盈利
模式，积极拓展数据资产创新应用场景，为加快数据赋能国
企市场化业务转型、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繁荣发展增添动力。

  □记者 徐佳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中华财险济宁中支成功落地全省首
单商业性水稻综合病害病理指数保险，为鱼台县张黄镇1320
亩水稻提供近40万元的风险保障。
　　为深入贯彻“服务乡村振兴”重大战略部署，积极为农
户提供“风险减量”服务，中华财险山东分公司在省财政
厅、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
管局的指导下，发挥保险创新保障作用，联合华风象辑（北
京）气象科技有限公司，利用遥感科技等新兴技术，在精准
病害预测预警模型数据的基础上开展创新产品研究，开发了
水稻综合病害病理指数保险产品。商业性水稻综合病害病理
指数保险的保险责任关联了水稻易发病害发病环境，主要保
障农户投入的农药救治费用。通过保险保障，鼓励种植户提
前介入农作物治疗，达到风险减量的目的，切实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
　　据了解，水稻综合病害病理指数保险这一产品将指导农
耕生产的节气与农业风险保障深度结合，把农业保险的灾后
补偿功能前移至灾前防范和灾中补救，鼓励农户“灾前防、
灾中救”，助力农业保险从“风险等量管理”向“风险减量
管理”转型升级，进一步丰富了三大主粮保险产品体系，为
粮食生产安全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齐河金融监管支局创推县域金融文化建设新模式

1000余处党建“微阵地”搭建金融教育“大舞台”

泰山保险

“数字化精准服务平台”项目

获国家版权局认证

正中信息助力淄博市企业

获取数据资产登记证书

我省首单商业性水稻综合病害

病理指数保险落地鱼台县

  费县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山东金昇工艺品有限公司走访调研。

  □记者 王新蕾 通讯员 郝亚男 黄琨鹏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日，青州农商银行成功向山东尊悦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发放全省首笔“鲁担惠益贷”300万元。
  据了解，“鲁担惠益贷”是山东农担公司与青州农商银
行联合推出、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项目的政策性贷
款产品，具有额度高、利率低、期限长、审批快等特点。同
时，为进一步提高办贷效率，提升服务体验，山东农担公司
在青州农商银行设立“银担办公室”，进行协同办公，全面
提高业务审批效率。
  近年来，为有效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私营企业
的融资门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等问题，青
州农商银行持续完善政府担保增信体系，与山东农担公司合
作先后推出了“鲁担惠农贷”“鲁担惠益贷”等政策性贷款
产品，与潍坊再担保集团建立“批量担保”银担合作机制，
与青州市国控融资担保公司搭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政府性融
资担保增信体系，省、市、县三级担保，进一步推动了政银
企风险共担，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该行积极用好用活支农支小再贷款、普惠小微贷
款激励资金、无还本续贷等政策性产品，持续增强续贷、延
期、展期业务服务质效，缩减了企业融资期限和成本，切实提
高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可得性和便利度。截至目前，该
行支农支小再贷款余额21 . 27 亿元，累计办理无还本续贷55 . 5
亿元，累计办理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担保贷款26 . 77 亿元。

青州农商银行

发放全省首笔“鲁担惠益贷”

  □记者 胡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 月28 日，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以
下简称“开发银行山东分行”）发放5亿元前期贷款支持全
国首个“6改12”高速公路项目——— 京台高速公路齐河至济
南段改扩建工程建设。
  前期，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开发银行山东分行通过国
开基础设施基金向项目注入资本金8 . 609 亿元，助力项目顺
利开工建设。近日，开发银行山东分行创新融资模式，发放
前期贷款5 亿元支持项目建设，投贷结合保障项目资金需
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京台高速公路在南北路网中
的作用，对加强西部经济隆起带、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产业
和经济联系、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开发银行山东分行将立足基础设施银行职能定
位，按照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规划，深化与省级有关
部门、地方政府和重点企业的合作，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
抓手，继续支持智慧公路、产业融合等“交通+”新兴领域
发展，为加快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贡献力量。

开发银行山东分行发放5亿元贷款

支持全国首个“6改12”

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