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行走在晋江阳光夜市
品尝各种特色小吃，是市民陈女士每周的必备

“节目”。随着商业街区的日益繁荣，摊商数量不
断增加，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让不少市民流连
忘返，这也使得阳光夜市成为晋江人气最火爆的

“网红夜市”。
为助力阳光社区打造阳光“智慧夜市”，晋

江农商银行以“农商所能”助力“夜间经济”，联
手阳光社区打造阳光“智慧夜市”，开发上线阳
光夜市统一管理平台，在G端（市场管理端）、B
端（摊贩管理端）、C端（消费者使用端）架起金融
生态的桥梁。同时，该行对阳光社区商圈和夜
市商户进行资料建档，建立“快 e贷”白名单近
300户并批量授信 2亿元，为摊商的生产经营注
入更多信心。

数字金融的兴起，使得打造“金融＋生活”新
生态成为现实。晋江农商银行以生活场景为触
点，以电子银行为渠道，以移动支付为手段，大力
实施“线上平台+线下服务”一体化、全天候服务

模式，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通过打造 7个集金融、电商、物流、民生、政

务“五位一体”的新型融合型网点和 4个福农驿
站，晋江农商银行以智慧场景为纽带，搭建“海、
陆、空”全覆盖和“衣、食、住、行、娱、医”综合化的
场景化生活服务智慧金融服务平台，拓展113个
行业应用场景合作项目，涵盖医疗、停车、公交等
15类应用场景。同时，该行在微信公众号上自
主开发建设统一生活缴费平台，将金融交易融入
服务场景，打造“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
慧+校园”“智慧+文旅”“智慧+水务”等系列“智
慧+”场景。

打通海上“触点”。晋江农商银行根据深沪
湾渔民生产生活需要，大力推广以渔船所有权为
抵押的“信用船”贷款产品，打造“信用船+移动
支付”场景，构建辖内深沪湾“信用船”的“海上移
动大厅”，金融服务贯穿当地海洋经济全产业链。

贯通陆地“连线”。晋江农商银行联合晋江
市公交公司全省首创“公交优惠卡认证”业务。

该项目模式是银行机构基于金融 IC卡应用在公
交领域的首次突破，实现了银行卡替代公交卡的
功能。同时，该行联合辖内小区、广场、公园等停
车场，为其搭建智慧停车系统，打通系统直连，实
现场内预付款、出口直付、无感支付等多种快捷
支付方式，车主手持一部智能手机即可有效解决
缴费难、排队长的痛点。

联通空中“成片”。晋江农商银行与晋江国
际机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一齐飞”线上
商城、候机楼统一收银系统、机场停车场、员工授
信等多个项目进行深度合作。通过持续推进机
场智慧食堂、好货馆机场店等项目，携手打造“智
慧空港”，促进晋江空港经济发展。

除了构建“智慧＋”系列场景金融外，晋江农
商银行还按照“外引内强”方针组建科技研发团
队，搭建软件开发平台、数据中心，先后自主研发
线上申贷、线上金融服务站等数十个科技系统，
推动数字化转型，有效支撑业务拓展提效率、金
融服务提效能、经营管理提效益。

晋江农商银行
执金融之笔 擘画乡村振兴新蓝图

蝉联福建农信“经营管理十强”殊荣、荣获全省农信系统“服务乡村振兴优胜奖一等奖”“泉州市银行业机构服务民营和中小微企业发展评价二等奖”“泉州市银行业机构综合评价二等奖”“泉州市金融创新应用奖三等奖”、
“纾困衔接贷”入选晋江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大举措”……开年以来，晋江农商银行捷报连连。

今年初以来，晋江农商银行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切实增强争优、争先、争效的意识，坚持深耕本土，坚持支农支小市场定位，做好做强主业主责，全力助推乡村振兴，不断提升金融综合服务能力，
全力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存款、贷款市场份额持续保持晋江市银行业“双第一”。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行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用金融之笔擘画出一幅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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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头母、鱼丸、壶仔饭、马鲛羹、石花膏、冰饼，一起来感受深沪小吃的
魅力……”线上公益直播、线下助农销售，日前，晋江农商银行金融助理变身
为农户的“好帮手”，热热闹闹地开启了一场特别的直播。

作为支持和服务乡村经济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该直播活动旨在推动
深沪本土特色美食线上销售，促进产业兴旺和商户增收，以“金融＋直播”的
公益助农新模式，赋能乡村振兴。

为农而生、因农而兴，晋江农商银行的乡村振兴探索不止于此。近年
来，晋江农商银行扎根晋江，勇当“乡村振兴主办银行”，紧跟国家政策部署，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政策配套支持，走出了农商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
特色之路。

如何迈出健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一体化新格局的第一步？晋江农商银
行的答案是：人才。

通过不断延伸金融服务触角，持续倾斜金融服务渠道资源，积极打通农
村地区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该行与晋江市委组织部、乡村振兴办联合
发文选派全市首批52名中层干部、网点负责人挂职担任20个镇（街道、开发
区）乡村振兴金融指导员，向全市399个村（社区）派驻金融助理278名，聘任
乡村振兴信息员 112名，形成进村入社区的强大工作合力。建立起乡村金
融服务“三通”格局，即机构网点“乡乡通”、便民服务“村村通”、电子银行“户
户通”，为27万农户建立金融档案，发展手机银行客户近80万，实现客户足
不出户即可办理金融服务，确保金融服务“不缺位”，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

“原动力”。
如何满足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需求？晋江农商银行的答案是：

产品体系。
晋江农商银行以金融杠杆撬动农村“两权”等生产要素，开发“福村贷＋

农房乐＋农田贷＋农地贷＋农股贷”系列产品，完善“特色要素＋特色产品”
体系，盘活农村资产资源，助推农村经营“新主体”发展。其中，以晋江被列
为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为契机，创新推出
并不断升级全市首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农房乐”。该产品以额度
高、期限长、利率低、还款方式灵活等优势在农户、农村个体经营户中深受欢
迎，获评“全国农村金融十佳服务乡村振兴产品”。不仅如此，晋江农商银行
还创新推出“能源贷”“光伏贷”“美丽家园贷”“建房乐”“爱家贷”“信用船”

“渔业养殖贷”“船油贷”“鲍鱼贷”等产品，不断丰富产品体系，满足各方需
求。

如何让信用在助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和价值？晋江农商银行的
答案是：构建乡村信用数据库。

近年来，晋江农商银行持续推进乡村信用工程建设，开展信用户、信用
村、信用乡（镇）等创建认定，积极参与构建市、县两级域内“共建、共认、共
享”的乡村信用数据库，逐步建立“信用农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多层
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信用工程体系。同时，加快推进农户、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主体的信用采集评价、电子信用档案
建设、信用评价结果应用等。截至去年年底，该行已创建信用乡镇 3个、信
用村 55个，评定信用农户 14万户。以密切“三农”利益联结为核心，晋江
农商银行主动融入农业经营发展变革，吸引新型涉农优质主体入股，成为
全省农信系统首家实现供销社、经联社“双入股”行社。

“多亏了晋江农商银行的贷款，一下子就
解决了我眼前的困难。”日前，一笔信贷资金的
及时注入，让从事建材零售的蔡先生笑逐颜
开。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短期资金有了缺
口，蔡先生听从朋友的推荐，前往晋江农商银
行办理了“福股贷”，通过全线上办理股权质押
登记30万元贷款，并于当天放款，实现了“资源
变资产、股金变资金”。

以“小客户”来撬动“大市场”，在晋江农商
银行，这样的客户还有很多。坚守支农支小定
位，晋江农商银行持续做好普惠金融先行者，
在促进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
化营商环境方面创新推出了一揽子金融措施
和产品，描绘着产业发展的“千里江山图”。

去年，晋江农商银行制定《“百千万”融资
促进行动工作方案》，将“百千万”融资促进

活动与推进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深耕工程等
重点工作相结合，充分运用政府大数据资源，
主动对接“金服云”“信易贷”等银企融资对
接平台，以“信 e贷”等特色拳头产品为依托，
积极响应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截至目前，首贷
户投放户数和金额均居晋江市银行业首位。

用好金融纾困政策工具，晋江农商银行积
极对接“纾困贷”“制造业专项贷款”等财政贴
息、政策性优惠贷款政策，推行专人专岗负
责，实现纾困惠企贷款的快审、快批、快贷。
去年新增投放纾困贷款 20亿元，第一至八期
累计发放金额超 30亿元，发放总额位居全省
农信系统、晋江市银行业双第一；制造业专项
贷款累计发放 86户，累计放款金额近 2亿元，
发放户数和金额均居晋江市银行业首位；积
极用好用足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运用人

行再贷款累计授信近 6000户，授信金额 48亿
元。

在加大信贷投放的同时，晋江农商银行
持续优化业务办理流程，建立起全流程转续
贷效率考核机制，多维度对转续贷办理效率
进行考核和按月通报，续贷时长平均 0.43天，
基本实现隔日续贷甚至当日续贷。该行推行
业务办理“一站”模式，实现一码进件、一键
查询、一表审批、一刻放款“四个一”办贷模
式，大大简化办贷手续。该行还与晋江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签订工商注册代理合作协议，
为企业免费提供工商注册代办服务；设立不
动产抵押登记便民点，实现抵押贷款一站式
办结；设置统一征信查询中心，在全市银行业
率先设立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点，进一步
提升客户办贷效率。

“小变革”带动“大发展”
描绘乡村振兴“富春山居图”

“小生活”联动“大平台”
描绘宜居宜业“清明上河图”

01

“小客户”撬动“大市场”
描绘产业发展“千里江山图”02

03

2023年4月25日 星期二 电话0595-82003110 编辑_陈荣汉 校对_严学锦 设计_翁泽义

D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