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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粮食银行金字招牌

周正 肖景元 王佳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盐城市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盐城市分行以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为己任，依托粮食主产区资源禀赋，深耕粮食信贷，拉长长板、补齐短

板，守住政策性收储主阵地，全力巩固市场份额，拓展业务成果，取得较好成效。截至 2022 年 9 月，全行累计投放粮食贷款 39

亿元，列全省系统首位，其中，夏粮贷款 33 亿元，同比多投放 10 亿元，支持粮食企业收购夏粮 115 万吨，夏粮信贷投放列全

系统首位，进一步擦亮粮食银行金字招牌。

依托资源，推动粮食信贷提速。盐城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产量占全国 1.1%，占江苏省 1/5 以上，全市常年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400 万亩，常年粮食产量 700 万吨，是大陆 49 个沿海设区市中唯一粮食总产超百亿斤的市，收购总量居

全省前列。农发行盐城市分行依托盐城得天独厚的粮食资源禀赋，全力做优做大“三项业务”。一是做足“政策性”业务。按

照“听党话、备足钱、收好粮、管好账、本息回”的原则，足额保障政策性资金供应，全力做好政策性收储。建立发改委、中

储粮、农发行三方联动机制，协同做好收购库点准入、粮食收购、库存管理、考核评价等工作，定期会商重大问题。主动加强

与地方财政、发改委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掌握地方储备的增储、轮换资金需求，调研企业仓容新建、扩建规模，了解各企

业储备粮结构、计划，掌握异地收储、委托收储等情况，综合测算资金需求，制定差异化金融服务方案，提前介入、主动服务，

确保资金足额供应。2022 年以来，累放政策性粮食贷款 19 亿元，增幅 46%。二是做优“市场化”业务。按照“钱随粮走、购贷

销还、专款专用、库贷挂钩”原则，常态化支持粮食收购。积极引导企业转变经营模式，通过产销联合，加强南北合作，开展

代收代储、边购边销、快购快销。做好托市不启动预案，多渠道筹集共同担保基金，为企业市场化收购备足额度，粮食共同担

保基金规模达 1.7 亿元，财政注资占比高达 63%，有力保卖粮、防风险。累放市场化收购贷款 18亿元，同比多投 3亿元，增幅

20%，支持夏粮收购市场份额超过 50%。三是做强“产业链”业务。按照“主业突出、知名度高、贡献度大、风险可控”原则，

树牢大农业观，紧扣盐城粮食产业发展规划，加大对农业板块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龙头企业+产购储加销一体化”等模

式，推动粮食信贷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2022 年累放全产业链贷款 2.8 亿元，支持企业从原粮到饲料、生猪养殖、

食品深加工全产业链拓展。

客户为王，全力打造优质客群。一是围绕“守客拓客”营销。紧盯现有客户，延伸服务链条，深入排查存量粮食客户，同

时开展“大走访、大对接、大营销”专项行动，举办专场金融产品推介会、政策宣讲家家到活动，全方位对接央企子公司、地

方国企、民营企业资金需求，制定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2022 年企业使用该行授信 2.5 亿元。二是围绕“粮头食尾”营销。积

极推动金融服务供应链发展，深化产业链资金融通，打造粮食信贷业务新增长极。该行延伸粮食全产业链业务，累计向粮食加

工企业投放 3 亿元，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增量、扩面、降价”，累计向粮食小微企业投放 0.3 亿元。三是围绕“内引

外出”营销，根据市粮油集团经营规划和需求，核定 8000 万元粮油调销贷款授信支持企业调入贵州红缨子高粱，解决了企业资

金需求“燃眉之急”。助力盐城供应链有限公司拓宽进口保供给渠道，核定企业 5亿元授信，累计办理信用证 6493 万美元，支

持企业进口大豆 9 万吨。

扬长补短，着力提升服务质效。一是弘扬工匠精神，提升服务效率。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前谋划全年评级授

信和贷款审批，针对夏粮收购季节性强、周期短的特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提前谋划全年评级授信和贷款审批。二是发挥

专业优势，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发挥该行在资金成本、资金体量、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为客户争取各项优惠政策，主

动降低融资成本，精准纾困解困。扎实做好粮棉油信贷队伍梯队建设，要求新招收大学生“入行第一课、必懂粮棉油”，通过

组织粮棉油业务人员“传帮带”，培养一支敢打敢拼、能打胜仗的粮棉油信贷队伍。三是加强部门联动，提升服务品质。各部

门联动，信贷前中后台平行作业、联合办贷，进一步提升办贷效率；通过路演、上门手把手指导等方式全力推广网银结算，开

展资金审批“一站式”服务，银企“零距离”精准服务，粮食企业网银支付全覆盖，全行电子支付替代率 100%。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3HpZxZdrsp3K4EXcuoih24ULaw2TCs9mbZ__SoMovZRqzr1wcbcbdydrTFpyZ5ivTnpt7nyjOlkDI07L1G71t1ZafcDVmrZ-0N9_VFdmdAc=&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3HpZxZdrsp3K4EXcuoih24ULaw2TCs9m55VxVewc5rDlZixaVhSmKInvG2qEp_59I_5OfO5TQcjUGVNorK1LjKqFgH8Suuvi6op3PTGHWCM=&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3HpZxZdrsp3K4EXcuoih24ULaw2TCs9mGntyLoHqfOWBHF_1MZYArLGICT2bvoMhZehUgA7ZbFzv10YLCeu2Jt3GYyhukYytgLowZeKUq4A=&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3HpZxZdrsp2X37CtjxkqDv51a915XXYYGoXjdFxGmRfO0Fs46Nr0xozRskrqQ7yqrioB0CW5iPDoHqpROASVK1aDTa4_lvagNOMlv2nG7zBd8VWp9hvHNj89YskyxxIBbEPis38UuOs=&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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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职责，重点关注种业振兴。将服务种业科技创新作为支持种业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地毯式”营销走访，深入了解

辖内持证种业融资需求。一是接续扶持，当好种业壮大助推器。2007 年该行就与江苏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起良好信

贷合作关系，累计向其投放政策性贷款超亿元，助力企业逐步做大做优做强。二是专班对接，当好种业振兴服务员。在全力保

障资金供应的基础上，主动为种子企业提供融资、融智服务，积极协同总、省、市、县 4 级行相关部门，搭建种业服务金融团

队，定期组织到辖内企业实地走访调研。三是竭力支持，当好种业创新孵化器。坚持将服务种业科技创新作为支持种业振兴发

展的重中之重，积极创新贷款支持模式，探索采取植物新品种权质押、投贷结合联动等方式，支持种业公司中长期信贷资金需

求，为打好“种业翻身仗”注入金融活水。

强化内控，夯实风险管控基础。一是坚持联合会商。充分运用联合会商机制，发挥各部门集体智慧，把好新客户准入、授

信用信和存量客户新增授信用信关口，做实第一、第二还款来源。同时从账户开设、资金支付、货款回笼、库贷挂钩、贷款“三

查”、任务完成、舆情风险、创新管理、新增客户方面对各机构开展巡回检查和年度达标考评。二是强化库存监管。严格执行

“购贷销还，封闭运行”管理要求，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库存监管质效。推广远程监控系统，通过手机移动客户端开展粮食库存

非现场检查。客户经理手机接入综合“智慧粮库”远程监控系统，随时查看库存实景和库存运营情况。配合使用库存巡查系统

认真落实“库贷挂钩”管理要求，将库存监管责任落实到人，确保库贷一致、账实相符。粮食收购完成后，组织全面粮食库存

检查工作，对收购全流程“回头看”。三是关注地方粮改。以涉粮问题专项巡视为契机，主动对接发改委工作，积极配合推动

市县储备粮管理实现“两分离、四分开”。跟踪服务盐城市粮油集团组建，发挥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市场化、全产业链、

粮食进口业务中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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