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行武陟支行有这样一位小额农贷负

责人，他对辖内近

244

个村庄、

542

个各类农

业合作社、

3281

户农户了如指掌。 近

3

年来，

在他的带领下 ， 该支行累计发放小额农贷

2.18

亿元，累计发放户数

7899

户，且从未出

现一笔损失资金，贷款收回率均达

99%

。 他，

就是在

50

岁时才接过小额农贷业务的老员

工魏和平。

2008

年 ，随着农行 “面向三农 ，整体改

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政策的落地实施，农

行武陟支行正式开始办理小额农贷业务。 面

对三农业务部门对农村情况不熟悉、“银农”

双方交往不多的现状， 为了将业务迅速地发

展起来， 支行党委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年过

半百，有着近

20

年信贷经验的魏和平。 接到

领导安排的工作，魏和平不顾自身患病、离家

较远、家庭负担重的困难，毅然挑起了重担。

在多年的工作中， 魏和平对农民有着深

厚的感情，从事三农业务以后，他更是把农行

的小额信贷作为服务当地农民的重要手段，

不断优化服务、创新形式，积极为辖内农户提

供信贷支持。

武陟县圪垱店乡邢庄村是武陟县远近闻

名的大棚蔬菜种植专业村， 但由于受资金影

响，投入不足、规模不大，效益不高，多年来规

模一直徘徊在

50

余座，农民种植大棚蔬菜的

积极性受到了挫伤。 为解决种植户的资金瓶

颈，魏和平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报经支

行党委同意后， 决定将该村作为整村推进重

点村之一，并与该村村委、合作社、农户代表

座谈、商讨，确定由村委牵头，成立以合作社

主要股东为代表的推荐协管小组， 制订了以

风险补偿金形式向推荐贷户担保， 以及农户

贷款采用多户联保模式的整村推进方案。 之

后，魏和平迅速抽调三农部精干人员

12

人，带队组成惠农贷款小

分队深入该村发放贷款， 对符合贷款条件的

58

户给予了贷款支

持。 经过两年多来的运作，现在，这个村支持的农户已由当年的

58

户发展到目前的

127

户， 合作社入社社员由

70

余户发展到

310

户，大棚蔬菜由

50

余座发展到

246

座。

作为三农业务负责人，魏和平认真履行信贷岗位职责，严格执

行信贷政策和原则，规范贷款操作程序。 在实际工作中，他紧紧抓

住贷前调查与贷后管理两个方面， 要求客户经理不是走马观花式

的简单转一圈，而是深入村庄、农户家中调查，全面了解客户的信

用、生产经营情况。

正是在魏和平的严格要求下，支行避免了承贷一人使用、私贷

公用、假担保、冒名贷款等行为和现象，有效防范了信贷风险，他也

多次被上级行评为三农业务先进个人。

●

一线传真

本报讯 为进一步普及电子银行业务知识， 提高基层

合规操作能力，农行焦作分行派出骨干力量，利用晚上时间

深入基层，举办了七场电子银行业务知识专题巡回培训，累

计培训网点主任、大堂经理、客户经理及柜员等人员

400

余

人，为促进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分行党委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工作， 要求培训紧紧围

绕业务发展中的风险点、难点，不拘形式，力求实效，着力提

高广大员工业务素质。电子银行部对培训时间、参训人员及

培训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予以明确， 并提前将培训课件发至

每个培训行，授课人员在教材准备上更加贴近业务实际，重

点讲述新系统操作和相关制度规定， 将实际操作中需要注

意的问题进行集中提示，便于柜员理解和记忆。各支行领导

带头，积极组织人员按时参加培训。 为活跃现场气氛，调动

大家的积极性，培训期间还采取了现场有奖问答等形式，整

个培训内容翔实、贴近实际，效果突出。

（卢红波）

本报讯 岁末年关是案件高发期， 也是案件防范的关

键时期。 农行武陟支行积极采取警示教育、员工行为排查、

开展突击检查、加强自助设备管理等措施，确保年末安全经

营无事故。

该行从警示教育入手， 组织全体员工观看省银监局摄

制的《合规警言》，增强员工合规操作意识；对全行员工是否

参与高息集资，信用卡套现、代客理财、违规参与担保公司

等行为开展了自查与排查工作，抓好队伍建设；抽调精干人

员，多次采取突击检查的形式深入六个营业网点，对柜员现

金箱、印章管理、重要空白凭证、临柜业务操作等情况进行

突击检查，并调阅重要时段监控录像，查看柜员合规操作情

况，加强对临柜操作人员的行为动态管理；及时与自助设备

服务商联系，对机器做好预防性维护，自助设备管理员增加

对自助设备的巡视次数，定期对设备内外的污渍、张贴物进

行清理，确保自助设备安全运行。 （韩扬发）

为了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近日，农行焦作分行邀请河

南省消防宣讲团贾宗圣教官， 为市分行机关全体人员上了

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课。

图为培训现场。 和先锋 摄

●

基层动态

������

“这短短一周时间，就帮我们联系销售

了十几万吨的白菜、萝卜和大葱，农行的客

户经理简直就成了俺们菜农的客户经理

了。 ”昨天，武陟县圪垱店乡高伊村菜农高化

渊到县城办事，专门拐到农行武陟支行三农

服务大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农行的三

农客户经理说一声“谢谢”。

武陟县圪垱店乡高伊村是附近十里八

乡有名的蔬菜种植基地， 全村

170

户农户

中，绝大多数都从事的是蔬菜种植。 农行武

陟支行开办三农小额贷款以来，一直把有产

业支撑的特色村、 专业村为金融扶持重点，

积极进行整村（乡）推进式的农户金融服务，

而高伊村一直是该支行重点扶持的产业村

之一。

今年入冬以来，由于当地的白菜、萝卜、

大葱全面丰收， 导致这些蔬菜不仅价格下

跌， 销路也成了当地农民头痛的一件大事。

得知这一情况后， 该支行领导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召开三农客户经理会议，重申农行就

是要全力服务三农的宗旨， 并指派素质强、

业务精的三农客户经理与农行三农工作站

人员，具体负责帮助菜农联系销售渠道。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尽快解决缺少蔬菜

收购商问题，该支行三农客户经理与三农工

作站人员不辞辛劳， 一方面到周边地市寻

找讲信誉、 有实力的蔬菜收购商， 一方面

到超市、 集贸市场进行直接营销。 短短一

周， 就帮助高伊村菜农销售白菜

3

万多公

斤、 萝卜

2.5

万公斤、 大葱

2.5

万多公斤 。

不仅如此， 该支行三农客户经理利用此次

联系销售蔬菜的时机， 还帮助高伊村与当

地

11

个超市、

9

个集贸市场建立了直接对

接销售关系，与郑州、焦作等地市的多家蔬

菜收购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彻底解决

了菜农的后顾之忧。 ”

金穗贷记卡消费分期付款业务是指中国农业银行根据持卡人

的申请，向商户一次性支付持卡人所购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资金，

并根据持卡人要求将消费资金分期通过持卡人贷记卡账户扣收，

收取一定的分期手续费，持卡人按照每月入账金额进行偿还的业

务。

特点：

1.

申请该业务的消费可不受消费地点和商品服务的限

制，只需交易符合农行条件，每月支付一定手续费，即可申请办理。

2.

分期付款按期偿还不收取任何利息。

3.

分期付款手续费按期收

取，持卡人若提前还款更省钱。

适用人群：分期付款业务只向贷记卡个人卡主卡持卡人提供。

适用条件：人民币单笔消费交易金额最低为

500

元，最高为持

卡人信用额度

(

不包含临时额度调整和超额还款的部分

)

。

可选期数：提供

3

期、

6

期、

9

期、

12

期和

24

期自由选择（每月

为一期）。 卢红波

消费分期付款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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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报讯 （记者孙阎河 通讯员郑治

国） 今年年初以来， 农行沁阳支行牢固树

立大内控的经营思想，以“合规执行年”、“四

无县级支行创建”、“案防制度落实年”、“基

础管理质量提升年”等活动为载体，强化内

控管理，截至目前，实现连续十年安全经营

无事故。 同时，该支行今年成功跨入无经济

案件、无内部员工刑事犯罪、无员工重大违

规违纪行为、无责任事故的“四无”县级支行

行列。

合规建设是银行确保安全经营的前提。

为了构建合规执行、 合规决策、 合规操作

的合规文化， 该支行通过组织全体员工深

入学习银监局和农行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

到当地反腐教育基地观看 《合规醒言 》 、

《镜鉴》 等警示教育片， 开展 “合规文化建

设大讨论” 活动等措施， 强化员工的合规意

识。 同时， 逐级层层签订 《合规承诺书 》，

对合规执行与操作进行职责规定与责任划

分； 认真制订整改方案， 并严格按照方案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 确立合规文化建

设的长效机制。

“四无县级支行”创建活动是强化内控管

理的载体。为了确保创建活动的顺利进行，该

支行通过行务会、全员大会、周四例会、座谈

会等形式，向全行干部员工阐述创建“四无”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每周定期向员工发

送安全、合规方面的短信，提醒大家时刻牢记

讲安全、讲合规；通过在机关大院、办公楼楼

道和走廊上制作体现农行风险理念、管理理

念等内容的墙体喷绘，以及在每个网点柜台

内外墙壁上均张贴农行合规文化宣传海报，

来营造浓厚的合规氛围。一位员工感慨地说：

“现在不论走到哪里，都能让自己时刻不忘合

规文化建设。 ”

严格内控检查是内控管理取得实效的重

要保障。 为了确保检查效果，该支行为每个

条线印发了大内控检查的明细内容，明确了

检查与管理的内容，突出检查重点和风险环

节， 要求各部门在检查中做到发生问题的原

因没查清不放过， 责任人没有受到教育不放

过，责任人没有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不放过，

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整改不放过， 周围的同志

没有受到警示不放过。同时，该支行每月进行

一次“扫雷”行动，重点对账户开立、使用、销

户等环节进行检查， 加大对屡犯不改问题的

违规积分处罚。

长期以来，该支行高频率、高强度的合规

教育和督促检查，在内部始终保持了案件防控

的高压态势， 有效地促使员工树立了不愿违

规、不敢违规、不能违规的自觉意识，为全支行

的安全经营和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编者按

2011

年，农行焦作分行

在服务三农、支持县域经济方面进行

了许多有益地尝试， 收到了显著成

效。 在创新服务三农模式方面，他们

没有把服务仅限于投放贷款，而是为

农民架起致富桥梁， 急农民所急，想

农民所想，从资金支持入手，到销路

流向，全程参与，全程服务，用贴身服

务赢得了农民的信赖。 本报特从农行

焦作分行服务三农的众多画面中，采

撷两幅，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孙阎河

本报通讯员 郑治国

������

“哪一次来，你都是空手而归。 这一次，你

无论如何得捎点回去，黄瓜、茄子随便拿。 ”看

到前来村里回访的农行沁阳支行客户经理陈

卫兵，沁阳市崇义镇南山村支书荣立堂二话不

说，非要拉着他到自家的蔬菜大棚里挑点菜不

可。

农行的客户经理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

话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当时， 南山村经过土

地流转， 共集中

560

余亩土地， 成立了南山

种植专业合作社， 准备引导村民搞纯绿色无

公害蔬菜种植项目， 并专门安排人员到山东

寿光考察， 选定了寿光第六代日光温室大棚

作为南山种植合作社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但

是， 由于建设这种大棚一个需要投入资金

10

万元， 成本很高， 所以， 资金问题成为摆在

南山村两委班子和部分蔬菜种植户面前一道

过不去的坎。

就在这关键时候，农行沁阳支行崇义分理

处得知了这个消息，马上向上级支行领导进行

了汇报。 支行领导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派客户

经理深入南山村进行调研，并广泛与村两委成

员和蔬菜种植户进行接触， 听取发展规划、摸

清项目前景。 之后，农行沁阳支行根据实际情

况，决定以农户联保形式为该村合作社每一位

建设温室大棚的蔬菜种植户贷款

5

万元，从根

本上解决农民建棚资金短缺问题。 同时，该支

行又积极与村两委结合， 成立了贷款协管小

组，强化农行三农贷款的政策宣传、信息收集、

贷款管理等工作。据统计，两年来，该分行共为

南山村蔬菜种植户发放贷款

200

多万元，已经

建成使用的温室大棚

30

座，在建温室大棚

20

座。据了解，目前，该村所种植蔬菜全部销往郑

州、洛阳、焦作等周边地市，每年仅蔬菜大棚一

项就为该村种植户增收

140

余万元。

“听说，今年很多传统种菜大户都在为地

里萝卜、白菜的销路发愁。 但是，你看，今年大

棚里青椒、 黄瓜、 茄子、 西红柿这些反季节

蔬菜却是供不应求。 现在， 菜商来收菜还得

提前预订呢”！ 说起蔬菜大棚的经济效益， 作

为村里领头人的荣立堂高兴地说， “这都是

咱们农行支持的结果， 农行真不愧是咱们农

民贴身的银行呀”！

本报记者 孙阎河

本报通讯员 韩扬发

三农贷款扶持大棚菜

客户经理变身经纪人

狠抓防控保安全运营

消防知识培训进银行

巡回培训促业务发展

强化合规建设 严格内控管理

农行沁阳支行连续十年无事故

12

月

22

日晚上， 农行焦作分行在郑

州隆重举行了

2012

年 “春天行动”

VIP

客

户答谢会， 全市农行近

70

名高端客户应

邀参加了此次盛会。

该分行全体班子成员在答谢会现场，

向社会各界及广大客户多年来对焦作农

行的支持与厚爱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以

新春的祝愿。 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卢跃

进致答谢词，表达了焦作农行与客户携手

同行、共谋发展的愿望与心情，代表了全

行

1000

余名干部员工的共同心声。

答谢会结束后，所有高端客户一同前

往省人民会堂观看 “农行之夜·意大利米

兰交响乐团

2012

年新年音乐会”。

图

①

为卢跃进致答谢词。

图

②

为答谢晚宴现场。

卢红波 摄

农行焦作分行

深情答谢高端客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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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阎河

本报通讯员 卢红波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 农行焦作分行加强服务质量

监督、强化服务质量管理、严格整肃行风行纪，有效提升了

全辖服务水平。

为有效约束全辖网点员工服务行为， 该行巧用 “三种

人”加强网点服务监督。该行聘用“神秘人”定期对网点明察

暗访；组织“自己人”按月调阅监控录像，查找柜员工作漏

洞，印发服务征求意见表等资料；恳请“社会人”对农行服务

提意见，以便改正和提高服务质量。

为强化服务质量管理，该行推行了“三分”营销服务模

式，把差异化营销、个性化服务作为提升优质客户竞争力、

推进零售业务转型的突破口，逐步建立了以客户分类、产品

分包和服务分层为主要内容的“三分”营销服务新模式，实

现了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

此外，该行整肃行风行纪，严格执行《网点文明标准服

务手册》、《焦作农行网点文明标准服务导入实施方案》及

“服务品质提升年”活动的各项规定，对违反规章制度的责

任人从严从快处罚，维护了制度的尊严，遏制了员工的不良

行为，有力促进了全辖服务质量的提升。 （卢红波）

多策并举打好服务牌

倾力发展县域金融

全力助推县域经济

������

“这短短一周时间，就帮我们联系销售

了十几万吨的白菜、萝卜和大葱，农行的客

户经理简直就成了俺们菜农的客户经理

了。 ”昨天，武陟县圪垱店乡高伊村菜农高化

渊到县城办事，专门拐到农行武陟支行三农

服务大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农行的三

农客户经理说一声“谢谢”。

武陟县圪垱店乡高伊村是附近十里八

乡有名的蔬菜种植基地， 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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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户

中，绝大多数都从事的是蔬菜种植。 农行武

陟支行开办三农小额贷款以来，一直把有产

业支撑的特色村、 专业村为金融扶持重点，

积极进行整村（乡）推进式的农户金融服务，

而高伊村一直是该支行重点扶持的产业村

之一。

今年入冬以来，由于当地的白菜、萝卜、

大葱全面丰收， 导致这些蔬菜不仅价格下

跌， 销路也成了当地农民头痛的一件大事。

得知这一情况后， 该支行领导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召开三农客户经理会议，重申农行就

是要全力服务三农的宗旨， 并指派素质强、

业务精的三农客户经理与农行三农工作站

人员，具体负责帮助菜农联系销售渠道。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尽快解决缺少蔬菜

收购商问题，该支行三农客户经理与三农工

作站人员不辞辛劳， 一方面到周边地市寻

找讲信誉、 有实力的蔬菜收购商， 一方面

到超市、 集贸市场进行直接营销。 短短一

周， 就帮助高伊村菜农销售白菜

3

万多公

斤、 萝卜

2.5

万公斤、 大葱

2.5

万多公斤 。

不仅如此， 该支行三农客户经理利用此次

联系销售蔬菜的时机， 还帮助高伊村与当

地

11

个超市、

9

个集贸市场建立了直接对

接销售关系，与郑州、焦作等地市的多家蔬

菜收购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彻底解决

了菜农的后顾之忧。 ”

倾力发展县域金融

全力助推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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