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高农商行严格落实省联社

“1234”党建工作思路，强化党建引

领，在全县推广整村授信，即“党建

共建+金融服务”服务模式，将金融

服务延伸至农村的“神经末梢”，实

现“金融活水”持续润泽广袤乡村。

依托该模式，临高农商行21个基

层党支部已完成与全辖157个行

政村《党建共建促整村授信合作协

议》的签订及采集基础数据信息工

作，为进一步推动“整村授信”工作

增量扩面、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

础。

临高县作为海洋渔业大县，有

着114.7公里海岸线、10余处港湾

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渔业总产

值连续19年居全省首位，资金需

求旺盛。然而，县内多数渔民房

屋、编外渔船均无相关产权证。过

去，为了发展，渔民多向民间高利

贷融资。

为破解海洋渔业“渔民贷款

难、借贷成本高”等融资难题，省联

社于2022年4月出台了《海南省农

村信用社金融支持渔业转型升级

的十条措施》。措施明确要求强化

支农主力军作用，加大涉农贷款在

渔业转型升级领域的投放力度，优

先安排信贷资金支持渔业转型发

展，并在额度上保持倾斜，提供全

产业链金融服务等。

临高农商行深耕县域海洋经

济，通过优化服务、问需渔民、科技

赋能、创新担保等方式，把更多的

金融活水引向海洋渔业板块，满足

临高渔业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在渔业重镇新盈镇和调楼镇设立

了4家涉海支行，指导沿海4家支

行共同形成专业、特色的海洋经济

支持圈，加大“耕海牧渔”信贷投放

力度，助力渔业转型升级。成立渔

业营销团队，逐村逐户上门问需于

民，强化金融服务点对点效应，解

决在渔民资金需求过程中信息不

对称问题。运用科技赋能，渔业客

户经理通过大数据，深挖存量客户

的上下游和关联客户，实现客户群

体增量扩面。探索“以营业网点为

主干、以自助银行为补充、以移动

金融为延伸”的综合服务模式，结

合线上授信、手机银行APP、手机

号码转账，打通渔民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优化“渔业贷”产品，创

新担保方式，灵活运用存货、海域

使用权、水面滩涂使用权等担保方

式，联合保险公司、渔业协会、渔民

合作社，支持渔业企业、渔业产业

做大做强。针对渔业地区信用环

境，选择按月等额本息方式进行还

款，逐步稀释风险敞口，缓解客户

集中还款压力。截至3月末，临高

农商行渔业贷款余额5.20亿元，比

今年初增加1166万元。

临高农商行立足普惠金融，积

极对接县农业农村及乡村振兴等

部门，准确把握农村农业经营主体

的金融需求，支持县域内打造“一

镇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

格局，培育乡村农业特色品牌。

博纵村是临高县东英镇一个

靠海的小村庄，拥有天然、原始的

海岸线，是临高县委、县政府推进

“三区一园”建设的重点发展区域。

2017 年，在外创业多年的陈小杰

回到家乡，投资300多万元发展观

海民宿。2021 年，欲扩张公司规

模时为资金犯难。了解情况后，临

高农商行积极利用人行支农再贷

款政策，于2021年12月支持其490

万元扩张资金。信贷资金的注入，

加快了观海民宿公司民宿产业集

约化、规模化的步伐，带动望海民

宿、足矣民宿等周边民宿产业兴起

与集聚。

着眼长远，临高农商行还创新

“政银保”业务，强化对普惠小微重

点领域和金融支持力度。由临高

县财政局、海南信联盛融资担保公

司、临高县融资担保中心及临高农

商行四方融资风险共担，为博纵村

“浪花小筑”民宿经营者冯铁军授

信200万元，用于民宿经营周转，

为临高建设东英国际慢城休闲体

验区提供金融支持。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拥有海南岛优质香蕉种植

基地、全国最大的金钻凤梨种植基

地，是中国凤梨产业的领导品牌。

2021 年底，天地人公司因疫情影

响，流动资金不足，在充分了解企

业需求后，临高农商行结合实际情

况，以支农支小再贷款资金给予该

企业资金支持。2022年6月，临高

农商行向该公司新增授信490万

元，为公司发展注入强劲金融活

力。2022年8月，在疫情最为严重

的时候，临高农商行开通绿色通

道，主动对接天地人公司，为其发

放510万元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

向下而行，为普而耕。经过几

年的探索，临高农商行在“战疫”中

彰显担当，在聚焦实体经济中实现

高质量发展，在经营发展上跑出

“加速度”，未来将致力于满足普惠

金融领域各市场主体多元化金融

需求，为各类企业“输血补气”，当

好服务“三农”“小微”贴心人。H
（作者单位：海南省农村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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