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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敏洁 通讯员 尤克焕

稻田遍野，荷花在碧绿荷叶间摇曳⋯⋯去年夏天，马屿镇江桥村的这幅动人画卷令人铭记于

心：配备专业净水设备的露天游泳池坐落山间，儿童戏水池、农家乐等各种休闲项目错落有致⋯⋯

这些变化离不开瑞安农行的支持。“以前农民贷款难，现在有困难找农行！”江桥村党支部

书记陈仁青说。去年，瑞安农行与江桥村签订了合作协议，为村集体及村民提供人民币5000

万元的专项授信额度，用来重点支持联建房改造、旅游项目开发等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作为“农”字号国有大行，瑞安农行深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主动加强与农合联等

农口部门合作，不断探索推进金融支持“三位一体”体系建设 V2.0 版，打通“生产、供销、

信用”三个环节，积极服务“三农”，努力在服务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在前列。

普惠助农“触网”
农户融资搭上互联网快车

去年2月，常年在外的陈茂溪回到了老家马屿镇

江桥村。村里如火如荼的美丽乡村建设，让陈茂溪动

了在家创业的念头。但手上缺少资金，这可怎么办？

“以前缺钱需要拉下脸面，东借西凑。”陈茂溪

说，现在可以直接通过手机选择“惠农 e 贷”，无需跑

银行、办抵押，分分钟农行贷款便到账。最高可贷款

10 万元，可连续使用三年。目前，江桥村共 228 户人

家，212户可享受信用贷款。

如何破解农民融资难问题？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也是实现批量

化、自动化、标准化发放农户贷款的关键。瑞安农行

主动拥抱大趋势，充分借助金融科技力量，推动农村

金融互联网平台建设，以惠农e贷为载体满足涉农行

业、产供销各环节农户的资金需求。

同时，农行以“金融自治村+村民信贷档+预授信”、

“专业合作社+村民信贷档+预授信”为主要形式的村民

信贷建档工作正在推进。

目前，瑞安农行已在全市设立“13个乡镇物理网

点+26 个惠农服务点+350 个惠农通服务点+8 个乡

镇挂职干部”的线下服务体系，收集建立198个村7.4

万户农户的信贷档案，整体授信金额达 14.58 亿元，

并发放“惠农 e 贷”11.09 亿元，惠及农户 5184 户，把

惠农便农支农服务送进千家万户。

盘活“沉睡资产”
农村“死产”变“活权”

农民小额贷款解决了，30 万以上大额贷款，农

民该拿什么做担保？为解决农民贷款难、担保难的

问题，农行主动提供“农房抵押贷款”。农民凭借有

效的农村房屋权证，即可申请抵押贷款。这等于打

通了农村集体土地性质农房由“资源”向“资本”、“死

资产”向“活资金”转化的有效通道。

农房值钱了，让有生产经营需求的农户，有了更

多筹集资金渠道，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热情。去年家

住马屿镇高岙村的陈文帮，用自家农房作抵押，向农

行马屿支行贷款 30 万元，从而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难

题，把自家的药房生意搞得红红火火。

截至上年末，瑞安农行农房抵押贷款余额4.95亿

元，比年初增加1.37亿元，农房抵押贷款增速高出全行贷

款平均增速31.6%。农房抵押贷款不良率仅为0.51%。

服务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贷“贷”来美丽

一笔贷款改变一个村庄。飞云街道石碣门村安

置留地建设项目属“美丽乡村”建设重点项目。去年，瑞

安农行成功为该项目发放首笔“美丽乡村贷”1000万

元，助力该村安置留地三产用房建设，并拟授信1亿元

用于农房联建按揭贷款。

“项目融资落地，我们很快能住上新房子！”该村

村民纷纷这样感谢。

美丽乡村贷是农行专门为乡村建设设置的一种

产品，手续简便、使用灵活、放款效率高，期限最长可

达25年，已然成为积极对接农房集聚、“三改一拆”等

新农村建设融资需求的“明星产品”。这也是瑞安农

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缩影。

乡村振兴战略是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鲜明

主线。对此，瑞安农行将努力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中走在前列，高点定位、率先行动，持续实施现代农

业发展金融支持计划；实施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金融

支持计划；实施深化“三位一体”改革金融支持计划；

实施支农富农惠农金融支持计划。

瑞安农行疏通农民资金贷款“血脉”

“领跑”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