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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村官”助力乡村振兴探析 

——以湖北省 J市为例 

邹晓红 卢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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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农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全面振兴，是这一战略的方向和目标。湖北

省作为农业大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探索、先行先试，进行了很多开拓性的有益尝试，尤其在农村金融改革创

新方面取得了不少值得研究和总结的成果。对农商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的做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金融村官制度优

势，提出了金融村官制度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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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村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农商行从深耕四区、双基双赢到金融服务网格化方面探索优化金融服务、助推农村

经济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步。J市农商行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创新推出了

“村银共建+派驻金融村官”的金融服务模式，在服务乡村振兴的同时，实现了自身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形成了农商情、农

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协同发展新局面。 

1 农商银行金融创新做法 

农商行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农商银行服务乡村振兴，村银合作是最根本的依托，也是最有力的抓手。围绕“党建互联互

助，共促乡村振兴”主题，J市农商行不断丰富“四个互联”新形式，赋予村银共建新内涵。 

1.1调查研究，探索发展迷点 

2019 年以来，湖北省联社提出“村银共建”，为 J 市农商行开启了新的思路。沿着党建引领、政银合作的路径深入思考和

调查研究，借鉴中央派驻“金融省长”的做法，派驻“金融村官”破茧而出。 

1.2制度先行，找准工作要点 

J市农商行制定了“金融村官”派驻实施方案、考核管理办法，整村授信操作流程以及坚守定位、回归本源“十个十”等系

列制度办法，明确了“金融村官”主要承担实施村银党建融合、服务站点建设、参与村级治理、推介金融产品、助力产业发展、

助推脱贫攻坚、搭建服务平台、宣传金融政策、优化信用环境、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等十大职责，并从纪律作风、工作实绩、民

主评议多维度考核。派驻“金融村官”蓝图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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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公开遴选，打造共建沸点 

按照“人熟、地熟、情况熟，人品优、业绩优，作风好”的标准遴选“金融村官”挂职村书记助理或主任助理。J市辖内农

商行先后联合当地组织部门隆重召开“金融村官”派驻启动会议，由组织部领导现场宣读任职文件，颁发聘书。J市农商行“村

银共建·千名金融村官进千村入万户”活动拉开帷幕。J市农商第一批 213名“金融村官”走马上任。 

2 金融村官制度优势 

2.1高举“123456”新战略 

全面实施“金融村官”派驻“123456”战略，即围绕一个村不低于 200 万元信贷投放的总体目标，深入推动农商行支行党

建与地方基层党组织党建、农商行支农职责与地方政府服务乡村振兴职责“两个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行政资源、金融

服务“三要素”向村组延伸；确保金融村官派驻、整村授信、金融精准扶贫、普惠金融满足“四个全覆盖”；切实打造村银共

建、金融服务网络化、金融精准扶贫、普惠金融便民服务、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五站合一”工作站；开展党建联心、金融联动、

扶贫联手、信用联创、信息联享、宣传联合等“六联共建”，让“金融村官”找到了工作抓手。 

2.2建设“十有站点”新阵地 

推行“五站合一”站点“十有”标准化建设，即有村银共建活动室、有“金融村官”聘书或文件、有电子服务终端机具、

有整村授信协议、有支农典型示范户、有扶贫责任清单、有定期活动记录和档案、有服务公示承诺、有授信结果公示及档案、

有宣传专栏。目前，全行共建成标准化工作站 100 个，累计开展各类活动 173 次。如在 Z 市 Y 村，“金融村官”联合开展困难

党员慰问、资助困难学子上学、为村里老寿星祝寿、公开评选“好儿媳”、公示信用红黑榜等，带动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2.3推行整村授信新举措 

一是严甄别，优化流程。聘请村干部与“金融村官”共同组成客户准入评议小组，采取“背靠背”独立审批方式，分别甄

别客户信息后，汇总评审结果，为初选客户上了双保险。二是严标准，优选对象。细分专项客户、潜在客户、目标客户、黑名

单客户等群体，制定差异对接方案，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三是严考核，优质服务。对精选的“白名单”客户，要求“金融村官”

限时上门服务，并拿出专项绩效工资与对接效果实行挂钩考核，确保对接成效。通过实施整村授信，让农村微贷发放找到了新

的途径和实实在在的抓手，有效解决了“金融村官”“不敢贷、不愿贷、不会贷”的问题，“农村微贷大有可为”形成广泛共

识。到目前，J市农商行整村授信 9亿元，涉及 416个行政村，村平 216万元，新增贷款 2.8亿元。 

2.4研发农商微贷新产品 

通过“金融村官”进村入户，为新型农村经营主体量身定制了富农贷、旺农贷、惠农贷、互惠贷等系列产品，推出“农担

贷”、“荆楚流量贷”、“融 e 贷”、“桥米贷”等区域性微贷产品，发放贷款 6000 万元，未出现一笔贷款逾期。J 市农商行

围绕桥米产业，赴长沙市拜访袁隆平院士，袁隆平院士题词书写“农商行桥米贷”、“建设三大银行助力乡村振兴”，极大地

提升了品牌效应，“桥米贷”一个月新增 3000余万元。 

2.5打造链式金融新方式 

“金融村官”通过“五站合一”工作站，对接政府网格化信息平台，推进“银政”、“银协”、“银担”、“银企”四大

平台建设，并细分地区特色优势行业，实现“一县一业”向“一产一链”、“一村一品”的精细化转变。通过订单“贷”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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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农业购销链、应收账款“贷”动现代农业产业链、“两权”“贷”动农村经营主体资产链、流量“贷”动乡村旅游服务链等

新特色，实现了扶持一个企业，兴旺一批产业，致富一方百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链式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新模式。 

3 金融村官制度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3.1党建引领 

要通过“金融村官”挂职村两委，以联合开展支部党建活动为纽带，推进整村授信、发放微贷，基础金融服务全面回归农

村市场。一方面，要以党建互联为切入点，赋予村干部在农商行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中一定的话语权，有效补充和完善村组推动

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职能，整合并放大村级行政管理、经济发展、金融服务三者间的乘数效应，提高村干部权威性，以彰显基

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丰富和完善村级治理体系。另一方面，“金融村官”要常态化参与村级政治生活和各类村务活动，提升

自身的公信力，增添老百姓的信赖感。要深入了解村组情况，掌握村组动态，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把农区微贷发放、存款组

织、电银营销变得更有活力和针对性，有力提升农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让村银共建走心走实，农

区业务发展更具生命力。 

3.2下沉服务 

派驻金融村官，要与村两委合署办公，找准服务载体，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效率，实现服务前移、业务前移、风控前

移。要积极完善建立客户档案，差异化提供金融服务方案，破解老百姓普惠金融发展获得感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打通农金

服务最后一公里，要密切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锤炼干部员工的务实作风。 

3.3换挡提速 

通过派驻金融村官，要打牢发展根基，助推银行业务稳健发展。只有筑牢基础客户群体，才能尽快换档提速。 

3.4金融互联 

要精细化推进整村授信工作。一要严甄别，优化流程。为精确获取客户信息，农商银行要聘请村干部、德高望重的乡贤，

与农商行客户经理共同组成客户准入评议小组，采取“背靠背”独立审批的方式，分别甄别客户信息，再汇总评审结果，为初

选客户上了双保险。二要严标准，优选对象。要按照特殊客户群体、专项客户群体、潜在客户群体、黑名单客户群体、目标客

户群体进行初分，差异化制定对接方案，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三要严考核，优质服务。对精选的客户“白名单”，要求落实责

任人、限定时限，按规定动作上门对接，并拿出专项绩效工资与对接效果实行百分制挂钩考核，确保对接成效。 

4 结语 

乡村振兴重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派驻“金融村官”制度在当前脱贫攻坚战，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大有可为。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金融村官”为补齐乡村金融服务短板也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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