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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实体经济

践行“招行使命”

实体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命脉，而制
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招商银行济宁
分行依托招商局集团优势，为本地企业
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通过招商资本、招
银租赁、招银国际等系统内联动，引进全
国性资源，为企业提供创业基金、融资租
赁、外资引进、境外融资等全方位多元化
金融服务。

2022年度，通过招银租赁累计办理
融资租赁业务23亿元，包括济宁能源、济
宁新机场等项目；推动招商资本与济宁
联合成立招宁产业升级基金，重点投向

“231产业集群”及节能环保领域等高成
长性企业；积极联系招商局下属企业长
航集团推介济宁港航项目，协助双方达
成合作意向；积极引入东方驿站项目，对
接梁山县产业优势，预计5年内将为全市
贡献GDP约2 . 5亿元；借助招银国际专业
优势，协助市政府制定QFLP试点暂行办
法和相关业务流程，承办多笔FDI业务。

对接政府需求

扛牢“招行责任”

招商银行济宁分行是济宁市委、市
政府专项债券对上争取工作唯一辅导行
和合作行，在专项债领域具备较强的专

业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2022年，招商银行济宁分行为济宁

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发行、对上
争取、合规使用提供全流程服务，深度参
与全市2023年度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谋划及审核，协助申报项目906个，总需
求2069亿元，审核通过项目886个，需求
2040亿元，排名全省第3位。财政、发改两
库通过项目161个，需求405 . 63亿元，排
名全省第4位，为全市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同时，积极探索重点项目配套融
资，比如济宁新机场项目，已经提供配套
融资8亿元。

浸润小微企业

彰显“招行担当”

招商银行济宁分行持续加大普惠金
融发展力度，不断提升普惠小微贷款发
展质效。通过数字化营销数据库，对存量
零售客户中符合普惠小微贷款客户进行
精准筛选，安排专业团队主动靠上对接；
同时开展“普惠有招 助企纾困”活动，
不断扩大客户覆盖面，对于普惠小微贷
款客户，全流程建立绿色通道，优先审
批、优先放款。该行制定专业客户经理管
户制度，确保小微客户“前能贷款、后有
服务”。

招商银行济宁分行还持续推进无还
本续贷业务，解决小微企业遇到的临时
性资金问题，贷款到期后，客户无需归还

贷款本金，在手机银行即可申请办理转
贷业务，极大节省转贷时间及成本。另
外，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支持，打造了线上
小微新模式———“小微闪电贷”产品，授
信最长20年，单笔贷款最长3年，额度最
高20万，无需纸质资料，全线上，扫码即
可申请，最快60秒放款。

金融科技加持

贡献“招行力量”

招商银行济宁分行积极投入参与全
市股权投融资工作，利用集团资源，帮助
有技术、有发展前景的科创企业，找到有
实力、有产业资源的战略投资方。

在优质科创企业认定和筛选上，建
立“千鹰展翼被投企业数据库”，涵盖高
端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健康、
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优质科创企业，
通过行业赛道、技术专利、细分优势等58
个标签进行客户画像，优选有发展和成
长潜力的TOP客户，联动行业协会等，分
行业、分阶段地组织路演会，做好企业金
融服务。

在资源落地上，招商银行在组织架
构上形成了竞争力。招商银行总行设有
专营的私募基金团队，经营和服务了一
批国内知名私募投资机构。济宁分行在
上级行私募和被投企业服务小组协助
下，用全行之力做好资本赋能工作，为企
业提供资本增值服务，搭建了资本与实

体的桥梁，协助科创企业插上资本的翅
膀。

在产品研发上，招商银行发挥金融
科技优势，推出全线上化的数字融资产
品“招企贷”和“小微闪电贷”，实现全线
上、纯信用、自动审批，与科技属性强、轻
资产、发展快的成长型科技企业和小微
企业需求较为契合，大大节省企业操作
成本、时间成本。

下一步，招商银行济宁分行将继续
心怀“国之大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继续以
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

“专精特新”为己任，持续强化金融服务
能力建设，将自身高质量发展融入地方
高质量发展大局之中，为济宁现代化强
市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扛牢使命职责，彰显金融担当
招行济宁分行引金融“活水”润全市发展沃土

通讯员 王海涛 丁超

“金葵绽放，向阳而生”。扎根济宁12年，伴随着地方高速高质发展，招商银行济宁分行不断升级迭代“因您而变”，以更高标准、更
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解客户之忧、纾企业之困，用金融初心书写了融入和服务新时代地方发展的的靓丽答卷。

大棚贷“贷”出
蔬菜致富好光景

一颗颗小西瓜垂挂秧头，一个个长
茄子长势正旺……走进嘉祥纸坊镇朱街
村蔬菜基地，初春晴空下，一排排高标准
大棚在阳光照射下闪着光，与远山相衔，
场面壮观。

40出头的村民朱立峰看着长势喜人
的茄子，笑得合不拢嘴，“我承包了3个大
棚种茄子，5个月卖了4万多元了，今年少
说能赚10多万。”他此前经营石材，当地
封山禁采后，转型设施农业承包大棚种
蔬菜。

和他一样沉浸在喜悦中的，还有他
的“伙计”朱本辉。朱本辉原来搞长途运
输，3年前改行在村里承包了6个大棚，种
植黄瓜、甜瓜、西瓜。他种的礼品西瓜去
年卖到13元1斤，今年他信心更足。

2019年，嘉祥纸坊镇朱街村党支部
成立钓鱼山农业合作社，利用国家扶持
资金建设大棚蔬菜基地，带领村民踏上
党支部引领的致富路。首批蔬菜大棚建
好后，朱本辉、朱立峰等村民看到设施农
业前景，租赁大棚种植蔬菜瓜果。

完善蔬菜大棚内部设施、购买农资
原材料、人工费等后续投入，让租赁村民
普遍资金“吃紧”。嘉祥农商银行纸坊支
行主动实地调查，联合总行信贷部门创
新推出朱街“大棚贷”，破解了租赁村民
的资金之忧。

目前，朱街村蔬菜基地已建成高标
准大棚175个，占地1200余亩，随着蔬菜
基地发展，朱街村开始出现人才和劳动
力回流现象。期间，嘉祥农商银行为26户
村民办理“大棚贷”授信，授信金额680万
元，投放资金450万元。“金融活水”精准
流向设施蔬菜，朱街村的大棚里“种”出
村民增收好前景。

“金耳朵”成为
百姓增收大产业

这边大棚蔬菜长势喜人，那边毛木
耳种植生机勃勃。在嘉祥满硐镇南武山
村吴保金家的木耳大棚内，一袋袋菌包
整齐排列成“墙”，两端正长出一片片肉
质饱满、毛绒细腻的“小耳朵”。

种植毛木耳8年之久的吴保金说，“毛
木耳长成后就像一个个大耳朵，乡亲们都
叫它‘金耳朵’，因为它鼓起了我们的‘钱

袋子’。”种植之初，建设大棚、制作菌包、
购买菌种需要大笔资金，嘉祥农商银行满
硐支行给予其贷款支持，助力他走上木耳
致富路。如今，他建有4座木耳大棚，占地
13多亩，亩产效益近4万元。

同村的曾庆华投资40余万元建了两
座木耳大棚，嘉祥农商银行满硐支行为
其办理了30万元的鲁担惠农贷，解决了
他生产季资金周转难题。和曾庆华一样，
大多数南武山村木耳种植户都得到了当
地农商银行的贷款资金支持。

有了示范效应和农商银行信贷资金
支持，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木耳种植，目
前南武山村40余户村民建了高标准木耳
大棚，木耳种植量高达1000万袋，成了村
里的富民产业。

嘉祥农商银行满硐支行行长王龙介

绍，为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支行坚持上门
驻村集群办理信贷业务，为当地木耳产
业授信1200余万元，目前用信木耳种植
户30余户、用信金额500余万元。

朱街村的设施蔬菜和南武山村的木
耳产业仅仅是嘉祥农商银行助力当地乡
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该行充分发挥县域金
融“主力军”作用，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战
略、大格局、大建设，积极担当，创新作为，
持续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做优“三农”
金融服务，让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滋润田
间地头，助力乡村优势产业发展。

截至今年2月，嘉祥农商银行贷款余
额134 . 4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93 . 29
亿元，乡村振兴类贷款余额89 . 08亿元，
为谱写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济宁篇章贡献
了农商力量。

嘉祥农商银行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格局

金融活水“贷”动乡村产业“次第花开”
记者 张夫稳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没有特色化、可持续的乡村产业，就难以实现乡村振
兴，而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又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

作为金融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嘉祥农商银行将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作为服务“三农”
的第一要务，不断创新产品供给、优化金融服务，持续完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制定差异
化、特色化、贴心化的金融服务方案，精准投放信贷资金，让金融“活水”持续润泽乡村广
袤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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