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三农”金融服务质效   
助力农业供给侧改革
◎本刊记者  全永超／文

邮 储银行哈尔滨市分行自成立以

来，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服

务中小企业、服务社区”的战略定位，

充分发挥网点和品牌优势，不断将现代

金融服务向三农拓展，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有效扩大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和

深度，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逐渐成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截至

目前，该行累计发放面向农户的小额

贷款38.21万笔，164.31亿元；2018年

投放各类贷款9.69亿元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其中：农户类贷款2.1亿元（含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类贷款1.35亿元）。该

行党委书记、行长于波就如何做好金融

支持“三农”、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接

受了记者专访。

突出政策导向 提升涉农金融服务能

力

《金融世界》：邮储银行始终是黑

龙江省“三农”金融服务的主力，在涉

农金融服务方面有哪些举措？

于波：为响应国家方针政策，服务

好农村市场，邮储银行哈尔滨市分行始

终多措并举，用实际行动践行“服务三

农”的初心使命。一是在体制层面，逐

步专业化。2017年，按照总行、省行

的部署，成立了三农金融事业部，组建

起一支专业、高效、贴心的团队，通过

日常走访，深入农村基层，不断了解客

户需求，为农户及涉农企业解决融资问

题。二是在机制层面，体现便捷性。我

们为三农业务专门开设了绿色通道，在

财务费用、资金考核和人才引进等方面

进一步向“三农”业务倾斜，将有限的

信贷资源重点投放“三农”领域。三是

在资源分配上，明确方向性。对稳定发

展农业生产、强化高新现代农业物质技

术、提高农副产品质量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信贷需求优先安排信贷资金，有

效实现了涉农信贷总量的持续增加，充

分发挥了信贷资金对地方“三农”经济

发展的推动作用。 

突出产品创新 助推农户创业增收

《金融世界》：“三农”金融客群

特点逐步发生变化，经营性农业主体越

来越多，邮储银行哈尔滨市分行怎样满

足这部分群体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需

求？

于波：随着农业生产水平、专业化

程度的提升，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越来越

少，新型经营型农业大户、产业大户越

来越多。为了满足农民生产经营性贷款

需求，邮储银行哈尔滨市分行不断深挖

客户，在种植、养殖、加工等多个行业

领域加大零售贷资金的投放力度，为辖

内两区十县市农户创业增收提供有力支

撑。我们以农户小额贷款为主要产品，

聚焦农户现实需求，不断尝试对产品部

分要素进行调整。同时结合市委、市政

府的相关政策，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与市

场结合度高、流程简洁、风险防范力强

的涉农贷款品种。例如，针对大中型农

户近年来耕种情况，开发了周期更长、

利率更低、还款更优的“家庭农场”贷

款业务，为众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注入活力。

《金融世界》：金融精准扶贫一直

备受关注，邮储银行哈尔滨市分行在精

准扶贫方面有哪些心得？

于波：我们一直坚持在精准扶贫工

作上加大投入，与政府合作，推出了再

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和大学生创业贷款，

2018年投放资金350万元，扶持47人走

上自主创业的致富之路。针对具有产业

优势的地域，如宾县的烟草，尚志市的

食用菌，依兰、通河及方正县的小型农

场，五常市的米业等，我们也开发了一

系列产品，有效助推当地农户实现农产

品的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突出产业带动 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金融世界》：您刚才提到的不同

地域的特色农业产业，近几年都有长足

的发展。邮储银行哈尔滨市分行对这些

产业有专门的特色服务吗？

于波：近年来，为助力特色农业发

展，哈尔滨邮储银行坚持在金融服务产

品上不断创新，立足特色，全力支持地

方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扶持

具有产业优势的地域。就拿五常市米业

加工类企业为例，我们专门研发了小企

业法人贷款产品——米贷通，帮助当

地众多米业加工企业客户解决融资需

求。自2016年1月，成功发放第一笔米

贷通贷款至今，该产品已经实现累计放

款3.7亿元（当前累计放款额余额1.3亿

元），一方面解决了企业生产经营资金

需求，另一方面更为企业继续延伸产业

链发挥了重要作用。

突出平台合作 推动“三农”金融服

务持续深入

《金融世界》：金融风险防控一直

广为关注，邮储银行哈尔滨市分行在解

决“三农”金融服务中怎样把控风险？

采取哪些措施解决普遍存在的信用问

题？

于波：一手抓服务，一手抓风控。

邮储银行哈尔滨市分行近年来积极搭建

银政、银企、银担、银协、银保五大合

作平台，从单一客户开发转变为集中式

开发，通过平台对接的模式，严准入，

强担保，有效强化了三农金融服务中质

量管控的薄弱环节。在抵押物范围上，

逐步引进了如土地经营权抵押、房产抵

押、林权抵押、应收账款质押；积极引

入政策性、商业性担保公司担保，从而

解决“三农”市场普遍存在的无担保物

或不足值问题。

《金融世界》：请介绍平台服务工

作的具体措施。

于波：我们先后与哈尔滨市农委及

多个地方龙头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通过与市农委、龙头企业等平台的

搭建，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

服务力度，创新贷款品种、简化贷款手

续、大力扶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优先为市辖区内农民示范合作社、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提

供融资服务。到2018年末，累计发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客户贷款3.8亿元。

我们还通过“走总部”、区域性调研，

积极与当地政府，如农业农村部、人社

部、共青团、林业厅、畜牧局等政府部

门加强沟通，为进一步助力“三农”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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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平台对接的模式，严
准入，强担保，有效强化
了三农金融服务中质量管
控的薄弱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