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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民丰农商银行

2024年三农金融服务暨支农支小工作报告

2024 年，江苏民丰农商银行（以下简称“本行”）始终围绕各级政府、

人民银行、监管部门和省联社出台的各项政策，狠抓落实，坚守服务“三

农”定位和普惠金融发展阵地，全力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切实履

行地方法人机构职责。

一、“三农”金融工作总体情况

2024 年，本行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强化全行服务营销意识，坚持科

技创新机制，培育壮大线上和信用产品新动能，坚定市场定位，坚持服务

三农的市场定位不动摇，夯实服务三农、小微企业根基，不断调整信贷结

构，合理优化配置信贷资源，积极主动防控风险，持续提升信贷资产质量，

不断加强三农金融服务。采取强有力措施，积极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着力解决城乡居民和小微企业贷款难、服务缺等突出问题，在促进“三农”

发展和助力“三农”疫后复苏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至年末，全行

各项贷款余额 412.64 亿元，比年初增加22.72 亿元，增幅5.83%。其中，

个人贷款289.17 亿元，较年初增加 2.56 亿元、增幅 0.89%。涉农及小微

企业贷款350.85 亿元，比年初增加 7.9亿元，占比 85.03%；普惠型农户

与小微贷款余额 293.08 亿元，较年初下降1.91 亿元，降幅 0.65%；涉农

贷款余额266.43 亿元，较年初下降 3.22 亿元，降幅 1.19%；普惠型涉农

贷款余额为168.72 亿元，较年初下降8.75 亿元，降幅4.93%。

二、重点工作措施及取得成效

（一）坚守战略定力，提高政治站位，将“责任”融入到“三农”保

障

一是坚持以“定”字引领发展。始终牢记服务“三农”、小微的初心

使命，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

大文章”，坚持向小、向快、向信用、向场景方向，弘扬“背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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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精神，深化“大数据+铁脚板+网格化”营销模式，深入走千家访万户，

持续有效下沉服务，不断提高普惠金融增量扩面的可持续性。二是坚持以

“先”字凝聚共识。为切实保障民生供应、春耕备耕、粮食收购等重点领

域的金融需求，本行增设临时授信模型，为粮食收购行业客户提供临时授

信服务，通过分析客户资金需求变化及行业特征，综合考量为客户量身定

制授信额度，满足该类群体周期性、季节性资金需求。三是坚持以“实”

字落地执行。一方面推出全民购消费贷款，满足农户购车、家装、旅游、

助学、租房等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强化信用贷款的投放力度。通过投放“民

丰快贷”“丰裕e贷”“精英e贷”“市企贷”“小微贷”等信用贷款，纾解

农户和小微企业融资压力。

（二）增强金融供给，服务乡村振兴，发挥金融支持新作用

1.加大对重点领域金融支持。一是持续关注涉农、小微企业的季节性、

周期性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做好配套信贷支持。全力保障粮食生产供给过

程中的资金需求，紧跟重要农情节气，着力满足春耕春种、夏收夏播、秋

收秋种等阶段性信贷需求。二是以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为重点，加大“农

户乐业贷”“苏农贷”“农机贷”“惠农快贷”等产品的推广力度。三是支

持乡村更加宜居宜业，加强对农民住房条件改善、养老服务、支持特色小

镇、特色田园乡村、新型农村社区、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等项目建设领域金融支持，推广“农户安居贷”等中长期贷款业

务。截至12月末，本行“农户安居贷”贷款户数1279 户、贷款余额1.48

亿元。

2.加快推动数字化农村金融转型，提升涉农金融服务质效。主动顺应

金融发展新形势，以“前三一中一后”（前三：探索金融生态系统、构建

智能营销系统，建设智能厅堂系统三个服务型前台；一中：构建数据化服

务中台；一后：优化后台服务系统）建设为重点，大力推动数字化金融转

型，推广手机银行、“一码通”收单、“掌心厅”微信小程序等线上金融新

功能，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满足乡村客户日益多元的金融服务需

求，实现小额信用农户贷款在手机线上操作，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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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3.深入推动普惠金融服务点建设。在不断扩大站点业务办理种类和服

务范围的同时，配合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对金融综合服务站点、支行、

包片客户经理的完整绩效考核体系，进一步提高综合服务站点人员的营销

积极性，促进支行管理从营销向售后服务转型，让普惠金融服务点成为农

村居民与银行网点的桥梁和纽带。

4. 加快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改革创新，深入推进“阳光信

贷”工程，积极探索破解“农民贷款难、贷款贵、银行不敢贷、不愿贷”

难题的有效办法。一方面做实整村授信，坚持“小额、线上、场景化”发

展方向，狠抓核心能力提升，大力推动“农户小额普惠信用贷款”投放，

着力提升本行农村金融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另一方面抓好竞赛活

动开展，以增户扩面为工作主线，扎实开展“龙腾鸿运开门红 民乐年丰

展新荣”“破浪前行二季度 永攀高峰创佳绩”等行内竞赛。同时紧紧围绕

省联社“精准走访惠主体 量质齐升促发展”专项竞赛做好事前准备、事

中营销、事后服务等方面，有序、有效、有力地推动客户走访营销。

（三）打好组合拳，做实普惠金融，再创支农支小新局面

1.精准对接金融扶贫。全力支持低收入人群脱贫致富，优先支持带动

能力强、商业可持续的产业和项目，保证了脱贫小额信贷政策稳定性，为

低收入农户创业就业、春耕春种等提供了强有力金融支持。至半年末，本

行共有存量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3583 户、余额15120.12万元，今年以来本

行累计新投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3517 户、14876.5 万元。

2.个性定制三农信贷产品。持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快创新

“三农”特色产品和服务模式。针对种养殖户、致富带头人及从事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济主体的农户推出“农户乐业贷”，至年末，

共为 7052 户农户提供金融支持 19.40 亿元。同时积极加大与省农担公司

合作力度，以“苏农贷”等产品为抓手，加快对现代农业、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农村“双创”等重点客群信贷投放，加强对农民住房条件改善、养

老服务领域金融支持，共为73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个人发放苏农贷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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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3.做实新市民金融服务。围绕新市民创业、就业、医疗、养老等相关

金融服务需求，高质量扩大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度，

积极促进普惠金融发展。重点推广“富民创业贷”。积极与财政局、人社

局等部门加强沟通与协调，及时制定《富民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办法》。至

12月末，本行累计发放富民创业担保贷款869笔、金额 1.35 亿元。

4.扎实推进服务“三农”长效机制建设。将信贷规模及费用配置向支

农支小倾斜，引导客户经理大力营销涉农、小微业务。一是降低大额贷款

计价标准，提升小微客户计价标准，二是信贷规模优先满足涉农、小微客

户，三是对支农支小贷款发放情况下达专项任务，按期考核，激发了网点

开展“三农”金融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此外，制定并修订了尽职免责管

理办法，明确普惠型小微企业、普惠型涉农、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等业务的

尽职免责调查、尽职评议、责任认定等工作流程，如无明显证据表明失职

的均认定为尽职，消除了信贷人员“不敢贷、不愿贷”的“惧贷”心理。

三、下一步主要工作打算

一是持续推进新市民金融服务。以服务新市民实施方案为抓手，推动

“阳光信贷-整村授信”工程的有效延伸，围绕新市民创业、住房、教育、

医疗、养老等金融需求，在优先保证账户开立、工资发放等基础金融服务

到位的同时，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提升服务新市民信贷投放总量，

提高服务效率，助力新市民更好地安居乐业。

二是推陈出新、完善产品供给。一是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力度，及时获得信息并开展对接工作；二是针对农民要改善住房条件的生

活需求，在现有“农户安居贷”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产品，同时扩大宣

传营销力度，真正满足农民群众改善住房条件的迫切需求。

三是坚决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投放工作。继续认真执行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政策，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积极对

接有效需求，做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夯实“两不愁三保障”举措，

形成从“精准扶贫”转向“精准防贫”的稳定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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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认真落实新政策、新要求。作为地方银行，下一步，本行将围绕

国家和地方出台的新政策、新要求，持续开展产品服务创新，不断提高金

融服务能力，确保完成普惠型涉农贷款全年任务指标。

五是加强协调推进、凝聚各方合力。利用金融挂职的契机，融入地方

政府工作形成优势互补，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强化与各级政府、有关

部门的工作联动和信息共享，积极联合担保公司、龙头企业、科技公司等

各方力量，共同为广大“三农”客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金融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