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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农信（农商银行）在行动

夏县西瓜熟了。
5 月中下旬，鲜绿欲滴的西瓜铺

天盖地挤满了各个西瓜收购点。
夏县西瓜火了。
5 月 18 日 ，“ 夏 乐 西 瓜 好 运 晋

京”2024 山西夏县名特优产品推介会
在北京、太原、夏县三地同步举办，喜
迎八方客。

西瓜农户乐了。
夏县尉郭乡西瓜种植户王军峰最

近心情舒畅，不仅因为西瓜卖得好，而
且后顾之忧也被夏县农商银行的“信
贷工厂”解决了。

全流程全链条重建重塑
“客户的空闲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

“种西瓜辛苦。你往大街上一看，
就知道谁是种瓜的。”王军峰笑着说，

“西瓜棚里温度高，紫外线强，皮肤晒
得黑。”

王军峰是夏县祁家河乡人，20 多
年来和媳妇一直在外包地种瓜。西瓜
地 种 一 年 就 要 换 地 ，轮 作 间 隔 年 限
为 3 年到 4 年。王军峰夫妇也是年年
搬家，逐“地”而居。

今年他们在尉郭乡阴庄村承包了
30亩地，一亩地承包费是 1800元，比去
年涨了 300 元。好在今年西瓜销路不
愁，价格稳定，维持在每公斤 5.4 元上
下。算下来，每亩地能纯收入 5000元。

种西瓜投入大。除了肥料、薄膜、
人工等费用外，还要在下瓜前筹好明
年的包地准备金。王军峰每年都需要
准备 20 多万元的土地承包费，流动资
金压力很大。

为更好满足瓜农资金需求，支持
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夏县农商银行转
变理念、整合资源，开启了“信贷工厂”
运营模式，全流程全链条重建重塑，将

“做小做散”落到实处，高效服务解决
瓜农资金难题。

夏县农商银行将信贷资源分为农
户、小微、公司、零售客户“四个板块”，
相应成立乡村振兴部、小微贷款经营
中心、公司业务部和唯一的综合网点
丰昌支行，各部门负责各自领域的信
贷工作，均由总行“垂直领导”。

客户提出贷款申请后，该行精准
匹配到各部门，四大类贷款均实行限
时办结制，确保“笔笔有回应，事事有
结果”。

同时，成立小微授信中心，并将其

作为该行各机构的风险防控部门，对
各办贷机构超 30 万元的贷款进行尽
调及审批；成立下辖 3 个区域收贷中
心的风险合规部，管理全辖不良贷款。

这样就构建了“客户贷款申请—
对应部门办理—风险审核把控—专责
清收不良”的“信贷工厂”流水作业机
制，进一步提升了办贷效率、严控了信
贷风险。

“信贷工厂”运营后，夏县农商银
行绘制营销图，摸清底数，锁定新客
群；精准对接发力，推出“西瓜贷”“果
蔬贷”“农担贷”等产品，拓宽授信面；
优化利率定价，进一步提升用信率。

今年 4 月，夏县农商银行推出“西
瓜贷”后，该行客户经理刘艳龙主动打
电话联系王军峰，随后上门办贷，当天
授信 20万元。

“包地准备金一步到位！想都不
敢想。”王军峰十分感慨，“之前办贷要
到银行网点，不仅要提供各种手续，还
要排队等候，十分耽误时间。更多的
时候是‘银行上班、农户下地，农户回
家、银行下班’，农户很难抽出专门时间
办贷。”

“客户的空闲时间就是我们的工
作时间！”夏县农商银行优化工作理
念，通过打造“信贷工厂”，让专人营
销、上门对接、手机办贷、现场办结成
为常态。王军峰办理“西瓜贷”时，仅
提供了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签了
字，在手机上半小时就办好了，利率比

之前优惠了一半。
“既简便又实惠！”王军峰对“信贷

工厂”竖起了大拇指。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德兰度假村经理张晓丽热泪盈眶

“爸爸，看骆驼！”循着兴奋的喊声
看去，只见一家三口正在夏县德兰度
假村游玩。

成长起来的德兰度假村，集动物
园、烧烤城、儿童游乐场、滑雪乐园等
于一身，已成为周边县市群众休闲游
玩的好去处。

然而几年前，德兰度假村还“生死
未卜”。德兰度假村是当地一家电缆
生产企业为回馈家乡父老而发展的生
态旅游业态。没承想刚建成没多久就
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游客，还
要“人吃马喂”，处境十分艰难。

夏县农商银行雪中送炭，及时发
放 了 200 万 元 贷 款 ，帮 助 其 渡 过 难
关。疫情转段后，德兰度假村生意逐
渐回暖、恢复正常。

今年，夏县农商银行推出的“信贷
工厂”，实现了营销专业化，又帮了德
兰度假村一个大忙。

营销专业化，就是让专业的人干
专业的事。除丰昌支行外，该行 18 家
网点功能全部变为单一型，主要负责
揽储及中间业务；农户、小微、公司、零
售客户四大贷款部门专职负责贷款业

务，3 个收贷中心专职负责清收工作，
有效解决了“既要搞柜面服务，又要走
出去营销，人员不够”的矛盾问题。

“信贷工厂”模式改革前，信贷员
什么业务都做，“眉毛胡子一把抓”，什
么都干，什么都干不好。改革后，严格
执行信贷员的准入机制、退出机制，不
断提升信贷队伍的专业性。

至此，客户经理张红艳顿感一身
轻 松 ，可 以 全 身 心 扑 在 信 贷 业 务 上
了。很快，她发现了德兰度假村提升
改造的资金需求，并促成夏县农商银
行第一时间提供了 200 万元的信贷支
持。在夏县农商银行的支持下，德兰
度假村扩建了凉亭、茅草屋、烧烤小院
等设施，从动物园拓展成休闲度假村。

改造前，游客少，停留时间也短，
一两个小时看完动物就走了。改造
后，有看的、有玩的、有吃的，游客能停
留一整天。

“五一”假期期间，德兰度假村旅
游十分火爆，每天两三千人。公路两
边的车停了四五公里长，交警专门前
来指挥疏导交通。

“游客数量是之前的两倍以上，终
于扭亏为盈了。”回忆曾经的艰难时
刻，德兰度假村经理张晓丽热泪盈眶。

德兰度假村的业态稳定了，员工
稳定了，收入也稳定了。走上正轨后，
企业想给员工办一些福利，提升队伍
凝聚力。

由于精耕深耕信贷市场，夏县农
商银行信贷员张红艳第一时间了解到
企业这一意愿，迅速上门对接，反复沟
通，最终商定给员工做批量“消费贷”。

在“信贷工厂”的支持下，“消费
贷”很快就办下来了。20 多个员工，
总计授信 300 多万元，年息 6 厘。“这样
员工家里有个红白事、孩子上学、盖房
买车等大事，不用张口借钱欠人情，直
接用‘消费贷’就行。”张晓丽说。

目前，德兰度假村在夏县农商银
行的支持下，大力开发果老沟，打造自
然景观，不断丰富夏县作为“盐临夏一
体化运城后花园”的功能业态。

据了解，“信贷工厂”实施以来，夏
县农商银行通过垂直化管理、专业化
营销，信贷资源持续扩面增量。截至
4 月 底 ，农 户 授 信 20911 户 326565 万
元，较年初净增 3047 户 42836 万元，增
长 率 达 8% ；用 信 18730 户 265872 万
元，较年初净增 2825 户 30101 万元，增
长率达 15.2%。

夏县农商银行——

“信贷工厂”创造“新质服务”
龙 欣

夏县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开展客户贷后回访，了解资金使用情况。王 刚 摄

本报讯（记 者 付 炎 通 讯
员 赵桓庆）眼下又到了品尝瓜果的
好时节，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大棚玉菇甜瓜基地迎来
了丰收季。

走进甜瓜大棚，一个个圆润饱满
的玉菇甜瓜挂满瓜藤，阵阵香甜扑鼻
而来，工人们穿梭于翠绿的藤蔓之间，
采摘着一个个成熟的玉菇甜瓜，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大棚外，另一路
工人正在将玉菇甜瓜装车，准备送往
车间进行打包和发货，现场繁忙而有
序。

“玉菇甜瓜这个品种是从山东引
进过来的，目前合作社有 5 座大棚 20

亩地，一年可以收三茬，亩产达 1 万
斤，而且销售这方面不用愁，采收出来
直接送到对面合作社进行销售，非常
方便。”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种植专
业合作社种植户荆爱玲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电商直播间内互动
热烈，带货主播正用诙谐幽默的语言
将玉菇甜瓜的特点、口感介绍给抖音
平台直播间的网友，吸引网友们纷纷
下单。

据了解，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
种植专业合作社一直以来采取“前店
后仓+基地”模式，将产销进行有机对
接，通过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各大网络

平台销售各种水果，2023 年销售额达
2.6 亿元，效益十分可观。收获的玉菇
甜瓜从 4月开始在网络上进行销售，目
前每天订单量达 4000件。该合作社除
了种植玉菇甜瓜外，还建立了苹 果 、
梨、桃等多种水果基地，真正实现了产
地直销，助力乡村振兴。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种植基
地的建设，确保让消费者吃到最新鲜、
最健康的农副产品，全力打造‘前店后
仓+基地’的临猗电商新模式，进一步
提升临猗果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
临猗水果驰名全国作出我们合作社应
有的贡献。”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电商负责人潘娟表示。

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强化产销有机对接 助力甜瓜走俏市场

本报讯 近年来，万
荣县皇甫乡漫峪口村聚焦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大力
发展香菇特色产业，深入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逐
步强化交通设施建设，统
筹解决产业发展、水利灌
溉、交通出行三大难题，努
力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 感 、安 全 感 更 加 充 实 、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大力发展香菇特色产
业。2024 年，漫峪口村新
建香菇设施大棚 6座，增加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21000
元。同时，吸引困难群众
就近务工，开展针对性就
业帮扶，促进困难群众增
收致富。截至目前，漫峪
口村累计建成香菇设施大
棚 37 座，制棒车间等附属
设施已配备到位，使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得到显著提
升，增收 15 万余元。下一
步，漫峪口村将再规划建
设香菇养菌设施大棚 8座，
逐步延伸产业链，促进香
菇产业提质增效。

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2024 年，漫峪口村
多方筹集资金共 20 万余
元，配合相关部门完成了
5400米的引黄管道铺设任

务，实现了引黄水全覆盖，有效方便了群众
的生产生活，使粮食产量稳步提升、种植收
入更有保障。

逐步强化交通设施建设。2024 年，漫
峪口村聚焦乡村旅游发展和群众出行需
求，科学谋划通乡旅游公路建设，在稳步推
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同时，有效提升农
村公路的覆盖广度和通达深度。目前，通
乡旅游公路已建成 13792 米。 （马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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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浪滚滚遍地黄，机声隆隆助农忙。6 月 2 日上午，在万
荣县皇甫乡陈闫村的麦田里，小麦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麦浪
中来回穿梭，切割、剥壳、脱粒一气呵成。随着饱满的麦粒从
卸粮筒中倾泻而下，运粮车车斗瞬间被填满。

自 5 月下旬开始，万荣县 30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季。
为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在提早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
送检下乡、农技指导和安全宣传活动，确保各类农机具以良好
状态迎接夏收的基础上，万荣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还组建了
3 支应急服务队，涉及荣河、光华、裴庄、里望、南张、皇甫等乡
镇的 8 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最大限度保障夏收高峰期农机具
的及时调配，确保全县小麦顺利收割、颗粒归仓。经统计，万
荣县共有多类型小麦联合收割机 181 台，全部投入作业后，每
天可收割小麦两万亩。

连日来，在皇甫乡田间地头，每天都能听到万荣富农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万荣县皇甫登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小麦
联合收割机紧张作业的轰鸣声。小麦收割全程托管、补贴到
户、送粮上门，在帮助广大农民在夏收时节摆脱“脚不沾地”的
忙碌、当起“甩手掌柜”的同时，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以服务现代化推进农业发展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和质量，增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一直是万荣富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帮我收麦
子。今年不但机收价格合理，合作社还负责把麦子给我送到
家里，有效提高了麦收效率，减轻了农民负担。”陈闫村村民孙
天西告诉记者。

“我们是 5 月下旬开始收割的。这两天麦子大都成熟了，
我们 1 台收割机安排了两名农机手，抢抓天气晴好有利时机，
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白天晚上连轴转，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万荣县皇甫登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吴登科告诉记者，“我们合作社作业范围基本覆盖皇甫乡
全域及汉薛镇部分村庄，今年机收价格稳定在每亩地 50 元，
负责给群众送粮上门。”

记者手记：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大事不宜迟。麦收，在过
去而言是个异常忙碌的时节。成熟的小麦晚收一天，就多一
分受损减产的风险。农民之所以拼了命地干，无非是为了颗
粒归仓、丰收到手。

如今，随着镰刀逐渐被大型联合收割机代替，农民少了往
日的慌张，多了几分气定神闲。农机下田，随风翻飞的麦穗不多时便化作等待晾
晒的麦粒。农民坐当“甩手掌柜”，小麦照样颗粒归仓。

农民能当“甩手掌柜”，得益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日臻完善。农民种地
不“操心”，是因为享受到了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大众化、标准化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有人替他操心。这种模式，被农民亲切地称为“田保姆”。

“保姆式”全程托管和“菜单式”环节托管相结合，耕、种、管、收、烘、储、销“一
条龙”……时至今日，经历了发展完善的过程，“田保姆”这种新型的土地托管模
式已经能够为农民提供覆盖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托管服务。如此，农民“足不出
户”便能尽享丰收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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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乔 植）近日，盐
湖区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在盐湖区解州
镇曲村举行小麦机收减损大比武活
动，通过“以赛促训”，努力把机收环节
损失降到最低，全力保障小麦丰收、颗
粒归仓。

在金色的麦浪中，3 台小麦联合
收割机一字排开，整装待发。随着裁
判员的一声令下，3 名农机手按照规
定的作业田块和时间，驾驶着收割机
向前推进，在注重收割速度的前提下，
追求收割质量，最大限度减少收割过
程中的损失。随后，盐湖区现代农业
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在随机框取的测
评区域之内，将掉落在田里、未脱落干

净和夹在秸秆里面以及漏割的所有小
麦籽粒全部捡拾出来进行称重，然后
根据平均亩产计算出损失率。

开展小麦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
既是贯彻落实节粮减损工作的重要举
措，也是夯实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
盐湖区现代农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
示，通过活动的开展，促使广大农机手
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
收”的理念，把粮食机收减损作为丰产
丰收的重要抓手，大力推广应用先进
农机装备，全面提升农机综合机械化
率，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关注支持机
收减损的浓厚氛围，为保障盐湖区 30.2
万亩小麦颗粒归仓打下坚实基础。

盐湖区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小麦机收大比武 节粮减损助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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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2024 年国内旅游宣传推广培训班在我市开班。这是参加培训的学
员利用休息时间在非遗展示区参观。 本报记者 付 炎 摄

本报讯 近日，闻喜县小麦陆续
进入成熟收获期，夏收工作也随即拉
开帷幕。闻喜县是晋南小麦主产区之
一。回顾往年，每逢夏收时节，闻喜县
群众便开始因收割机调配、农用车装
载、农作物晾晒等“三夏”相关问题而
烦恼，并向运城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进行反馈、投诉。

今年，为最大限度减少类似问题
发生，确保闻喜县“三夏”工作顺利有
序开展，闻喜县市民投诉受理中心调
阅近两年来“三夏”时节所有办理工
单，紧盯反映集中类工单，重点关注不
满意工单，并经过综合分析研判，提前
与闻喜县农业农村局、闻喜县现代农

业发展中心、闻喜县气象局、闻喜县交
通运输局、闻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等
相关单位及各乡镇进行沟通对接，希
望相关部门一方面提前做好预判，依
据职能分工与往年工作经验，安排好

“三夏”相关工作；另一方面在收到“三
夏”工作相关工单后，能够快速处理，
及时给予当事人合理有效回复，真正
让农户能颗粒归仓，完成夏收，及时快
速完成夏种，有技傍身进行夏管。

下一步，闻喜县市民投诉受理中
心将对“三夏”相关工单进行及时跟
进，与责任单位共同协助农户抢抓天
晴好时机，不误“三夏”农家活。

（申 鹏）

闻喜县市民投诉受理中心

主动对接强落实 打好前站保丰收

眼下正是小麦收获的关键时期，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6 月 3 日，永
济市张营镇农机手驾驶机械将打捆好

的小麦秸秆运输离田。近年来，永济
市张营镇持续贯彻新发展理念，从群
众利益出发，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对农作物秸秆进行回收利用，促进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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