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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金融产品
有奖知识竞猜

上期答案回答正确的读者分别为：
闫 芳 136****4436 吴世友 139****7230
安丰运 139****4092 刘操政 136****7672
朱太和 131****5050 王大青 134****7455
李中明 135****0466 苗佼菲 132****7237
郭海洋 133****2999 秦 晶 135****8789
请以上读者到市民主南路88号农行焦作分行609房间领

取奖品，联系人韩扬发，联系电话：13939149781。
本期有奖知识竞猜题目是：
1.以下分期业务哪些属于农行信用卡分期业务（ ）。
A.消费分期 B.账单分期
C.商户分期 D.专项（汽车）分期
2.以下信用卡哪项属于农行面向都市女性发行的信用卡

（ ）。
A.漂亮妈妈信用卡 B.都市丽人卡
C.女士卡 D.靓丽卡
请以短信形式将答案及姓名发送至韩扬发，联系电话：

13939149781。随机抽取答案正确的十名读者，并赠送农行
精美礼品。

本报通讯员 韩扬发 闫佳佳

“今年收成好，再加上银行给咱放的款
多，俺收的麦子比去年翻了一番。”温县大
尚村的侯一强兴奋地对笔者说。

侯一强是当地从事小麦育种的种植大
户，种植面积有50亩。老侯告诉笔者，他
的3万公斤小麦种子，按照现在每公斤2.54
元的价格出售，就比国家的保护价多收入
7620元。

农户小额贷款是当地农行支持三农的重
要载体，截至目前，农行焦作分行已累计发
放农户小额贷款27亿余元，帮助3万户农民
起步发展。随着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进程地

推进，对农业进行产业链支持成为了支持三
农的选择。

“金融服务要紧跟时代发展，用新理念
去服务好新三农。”农行焦作分行行领导对
笔者说。

找到小户背后的龙头。侯一强种植的小
麦是要供应给当地的河南平安种业有限公
司。平安种业从一家民营小企业发展成为省
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得到了农行焦作
分行的鼎力支持，在该分行累计5300 万元
贷款的支持下，先后培育出了10多个小麦
新品种，在温县建立了5.6万亩的原种繁育
基地，为其繁育小麦种植的村庄有 25 个、
农户5000余农户。

小户吃饱龙头才能舞好。由于该公司

产品好评率不断提高，产品育种区域与面
积不断扩大，该公司每年收购的小麦种子量
也达到了3000万公斤，这对其供应链上农
户的小麦育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
农户当然渴望从银行多贷些款来扩大种植
面积。

“农行的‘公司+农户’方式让我不再
为贷款发愁”，说起农行的农户贷款时，侯
一强高兴地说。侯一强所在的村是平安种业
的原种繁育基地，每年由平安种业以村为单
位签订原种繁育产量协议，再由村委会分配
给农户。

平安种业对育种农户实行统一种植、统
一收购，这种订单农业模式给农行控制农贷
风险，扩大农户支持面提供了有利契机。该

分行按照上级行“公司+农户”推进意见，
主动与平安种业合作，从平安种业筛选种子
种植户作为贷款支持对象，解决了广大种植
户贷款难问题。

截至目前，该分行已累计为小麦原种繁
育农户发放农户小额贷款 500 余户，金额
1500余万元。

今年年初以来，随着平安种业原种繁育
基地土地流转的快速推进，一些种子繁育户
也从自家的小打小闹变成了种植大户。为适
应平安种业及种植大户的金融需求，农行焦
作分行将平安种业的授信额度增加到了
2000 万元，准备以产业链为依托，以农村
生产经营贷款支持原种繁育大户，实现农户
小额贷款的“换档升级”。

链式金融服务三农效果好

本报讯（通讯员谢会生、张晨
阳） 为充分发挥行外社会监督功
能，提升服务质量，树立农行良好
社会形象，日前，农行武陟支行聘
请周栋青等6名同志为该行2014年
度行风服务监督员。

本次聘请的6名社会监督员均
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自不

同岗位、不同层级，有广泛的民意
基础和社会声望。此举对于推动该
支行改进行风、提升服务必将产生
积极的作用。

社会监督员将不定时对该支
行网点进行明察暗访,对“群众满
意基层站所”评比活动给予指导。
每季度第二个月，社会监督员参加

该支行服务例会，对该支行行风、
服务工作进行点评并提出合理化
建议。

社会监督为群众提供了监督该
行服务的渠道，增强了该支行搞好
服务的决心和自信，赢得了客户的
信赖和赞誉。

以社会监督打造过硬服务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曲林佳）随着银行业务逐渐渗透到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中，广大客户在享受金融服务便利的同时，也面临
着办理业务等候时间长的矛盾。为提高柜面服务效率，减少客
户等待时间，农行孟州支行全面分析业务构成，充分发挥自助
设备、电子银行的分流作用，全面提高自助设备分流率。截至
目前，该支行自助设备分流率达到74.79%，客户排队等候现象
得到了有效缓解。

该支行充分发挥大堂经理的引导、分流作用，通过勤问、
勤说、亲自示范、亲自指导等方式辅导客户通过网上银行购买
理财产品、基金、贵金属等，运用自助设备办理借记卡和存取
款，使用自助查询机查询、缴费、转账，逐步转变客户只认传
统交易方式的思维模式，使客户在充分享受农行先进技术的同
时减少等待时间。

为确保自助设备正常运行，保证客户有效分流，该支行还
着重加强日常工作中对自助设备的维护，设立专人具体负责，
从ATM加钞、换纸入手提高开机率、运行率、完好率。对问
题做到及时排除，大问题及时通知专业维护，提高了自助设备
的使用率。

加强自助设备管理提效率

本报讯（通讯员刘文娟）今年年初以来，农行修武支行认
真落实上级行保卫工作量化管理办法，以防抢劫、防诈骗、防
重大刑事案件和防范利用自助银行设备作案为重点，实现人
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有机结合，为全行改革和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内部治安环境。

为创建良好的安全保卫工作氛围，该支行成立了活动领导
小组，扎实开展“平安农行”创建工作，督导各网点对创建活
动进行了布置安排。

为抓好案件防范工作，该支行认真组织安全防范教育，重
新修订了应急处置预案，集中开展了防诈骗、防抢劫、防火灾
模拟演练；统一购置刑事案件防控相关书籍发至每个营业网
点，统一安排时间学习实际案例，并组织各网点进行测试。同
时，该支行与公安和周边联防单位加强联系，增强联防能力。
网点负责人、运营主管定期对ATM进行检查，特别是针对夜
间不法分子对ATM、自助设备粘贴虚假提示、装读卡器和摄
像头、封堵出钞口等不法行为，及时将情况报告保卫专干和行
领导，协调公安部门进行处置。

为有效调动各网点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该支行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下发了安全保卫工作考核办法，按
照考核情况，在各网点综合绩效考核中予以奖罚。

狠抓安全保卫工作不松懈

本报讯 (通讯员李朋）今年年初以来，农行站前路通过开
展促销活动、做好保障等措施，满足了群众贵金属需求。截
至目前，该支行已累计销售农行贵金属16568克。

该支行依托系统对个人高端客户进行重点筛选，由各网
点客户经理进行重点推介；在所辖网点的 LED 屏、公告栏、
产品营销栏等明显位置介绍该支行贵金属产品和大额优惠政
策；在客户等待区，由大堂经理向客户发放黄金业务宣传
册，提供客户咨询。紧抓节日走访，通过举办情人节、三八
节、母亲节等“贵宾客户答谢和贵金属优惠促销”活动，进
行黄金新品展示和幸运抽奖等促销活动，有力推动了贵金属
业务的发展。同时，该支行落实专人负责黄金的申请和调
拨，确保客户需要的实物黄金能及时到位。

多策并举促贵金属销售

图为 7 月 14 日，
农行建设路支行行长
辛立成 （右一） 到营
业室对网点6S管理情
况进行验收。

据了解，该支行
正在对网点实施6S管
理，已确立老网点支
行营业室、新网点广
场支行为首批示范网
点。

王 盛 摄

本报讯（通讯员陈文君） 今年年初以来，农行沁阳支行
在做好传统信贷业务的同时，不断拓展业务新领域，向办理
出口信用证业务较多的客户积极营销“福费廷”业务，有力
支持了企业发展。截至目前，该行累计为企业办理国内信用
证项下自营“福费廷”1.1亿元。

沁阳市某企业与其他企业签定有长期的购销合同，并且
部分结算方式采用信用证结算，该支行在了解到该公司有信
用证融资需求后，客户经理立即介入，并多次走访联系，向
客户积极推荐农行福费廷业务。该支行对客户经理进行周期
性的产品知识培训，使客户经理熟知福费廷业务特点，重点
解决业务办理中出现的问题。

创新信贷产品促企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王呈祥） 今年
年初以来，农行温县支行紧紧围绕
市场和客户，采取“一个市场、一
批客户、一套方案”的模式，有效
解决了群众购房资金难问题。截至
6 月底，该支行已投放个人住房贷
款6261万元。

今年年初以来，该支行把握温
县经济发展宏观政策环境，将城市
存量与增量楼盘、各类集贸批发市
场的市场作为重点，积极做好多个
重点房地产项目的准入工作，分管
行长及个贷中心经理多次上门走访

房地产开发商，有效开展集群营
销，采取“一个市场、一批客户、
一套方案”的营销模式，形成“全
品种、多渠道、大范围”的个人贷
款营销服务格局。在同业没有准入
的情况下，农行率先介入了房地产
项目，多次组织开展个人住房市场
调查，深入楼盘现场进行实地调
研；在项目立项准备阶段派专人进
行服务，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并组
织个人客户经理分组到房产销售处
进行驻点营销，开展产品宣传和业
务咨询，让客户第一时间了解到农

行个人贷款业务。
对申请农行个人住房贷款的客

户，该支行建立了个人贷款审核
“绿色通道”，分管行长及业务审核
部门在第一时间对上报的个人贷款
资料进行审核，确保贷款信息能及
时上传给上级行进行审批；积极与
上级行各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在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审贷效率，加
快业务办理速度和业务审批效率；
积极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做到抵
押登记无障碍，让客户在短时间内
拿到贷款。

“三个一”让百姓房贷不再愁

本报通讯员 李水秀

日前，农行博爱支行营业室上演了温情一幕。
这天上午，天气异常炎热。营业室的员工像往常一样

正在做营业前的准备工作，大堂经理王晓玲也照例对整个
营业网点进行巡视。这时，一位正在ATM机前办理业务的
老大爷突然躺到了地上，嘴里还不停地呻吟着。见状，王
晓玲急忙从便民服务区的安全药箱里取出速效救心丸，跑
上前去询问老人是否需要服用。当得知老人没有心脏病
时，王晓玲松了一口气，赶忙搀扶老人到临近的座椅上休
息。

在致电老人的家人后，王晓玲给老大爷倒了杯水，询
问其病情。老人家说没事儿，可能是天气太热，有点中暑
了。听完后，王晓玲又从药箱里拿出了霍香正气软胶囊。
老人家笑着说，你们这里的东西够全了呀！此时，网点已
经开始营业。进入网点的客户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纷纷竖起大拇指，不停地赞叹：“农行的便民服务真是好，
真正方便了咱老百姓！”

除安全药箱外，营业室的便民服务区里囊括了客户可
能需要的各种服务设施，如手机充电站、擦鞋机、雨伞、
拐杖、针线、放大镜、老花镜等。据了解，农行博爱支行
正在全力打造网点 6S 管理模式，第一批试点网点营业室、
葵城路支行、清化分理处三家已初见成效。通过实施6S管
理，各网点的整体布局、大厅环境等有了极大改善。便民
服务区是6S管理的其中一角，还有现金复点区、电子银行
体验区等。

“6S”让服务更便民

近年来，农行沁阳支行以支持当地企
业发展、支持三农为己任，有力推动了地
方经济发展。截至6月底，农行沁阳支行较
今年年初新增贷款投放1.2亿元，各项贷款
余额6.5亿元。今后，农行沁阳支行将继续

以县域骨干企业、小微企业、专业村为重
点，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针对县域骨干企业金融需求，农行沁
阳支行将为企业量身订制金融服务方案，
运用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福费廷”等
产品，重点支持对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
展带动能力较强、市场前景广阔的农业科
技企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的农
村可再生资源、新兴能源和新型原材料开
发企业。同时，农行沁阳支行按照“简化
手续，提高效率，加快投放”的原则，加
大对县域产业集聚区企业的支持力度，全
面梳理由客户准入到贷款发放的授信业务
流程，对市政府确定的产业集聚区重点项
目、重点企业的信贷业务优先办理；对新
增信贷支持企业实行评级、授信和审批三
合一，缩短各环节占用时间，提高业务办

理效率；建立全市产业集聚区重点企业定
期走访制度，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切实帮
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资金困难；在向
骨干企业已累计投放贷款20650万元的基础
上，力争再投放4000万元。

针对优质小微企业，农行沁阳支行将
重点对轻工机械、皮毛加工、服务行业等
一批有市场、有销路、有效益的小型企业
进行支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准确把
握小微企业信贷需求，力争全年小微企业
贷款投放达到2500万元，全力打造服务小
企业的特色支行。

针对特色乡镇、专业村的金融需求，
农行沁阳支行将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拓
宽服务覆盖面，为沁阳市农村经济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对全市的17个种植专业村、8
个加工专业村以及其他9个专业村,不断加

大农户小额贷款投放力度，力争全年投放
农户小额贷款10300万元，支持的农户达到
2687户；以“村村通”工程为抓手，加大
对县域自助取款机、自助服务终端和转账
电话的投放力度，扩大电话银行、消息服
务、手机银行业务对三农客户的有效渗
透；重点做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家
店商户及有产业支撑的专业乡镇、专业村
农户的农行助农取款工作，切实有效满足
农村地区农民小额取现等基本金融服务需
求，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支付结算环境，
提升农行在农村地区的服务能力，助推农
村经济发展。

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 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农行沁阳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张红旗

7月11日，市总工会和农行焦作分行联合举办业务技能比赛。比赛分设单指单张、机器点钞、数字
录入和汉字录入4个项目，来自农行焦作分行10家支行的38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赵 霞 乔卫平 摄

网点6S管理 提升窗口服务

张红旗 （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