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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助力信阳“弯道超车”

———信阳中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张勇

前三季度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9.1%

， 高于存款
增速

1.92

个百分点；百日攻坚活动期间，贷款余额新
增

6.1

亿元，居全市同行业第一位；为全市重点企业
筹集资金

9.7

亿元， 共为中小微企业提供
10.4

亿元资
金支持———

今年以来，中国银行信阳分行（以下简称“信阳
中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稳增长、促就业、惠民
生” 的目标要求， 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
势，主动融入全市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推进金
融创新，加大贷款投放力度，着力提升金融服务的质
量和效率，助力我市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弯
道超车”的预期目标。

◎

核心提示

县域网点不足、 行政事
业存款下滑等因素， 对信阳
中行加大投放力度形成制
约。

为克服贷存比限定额规
模约束， 最大限度满足我市

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 今年
以来， 该行在用足贷存比限
定额规模之外， 累计向系统
内兄弟行申请调剂

4.36

亿元
的贷款规模。 截至

9

月底，人
民币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9.1%

，高于存款增速
1.92

个百
分点。 特别是在全市“解难
题、促增长，百日攻坚”活动
期间， 该行加大贷款投放力
度，贷款余额新增

6.1

亿元，居
全市同行业第一位。

瞄准产业方向， 服务重
点项目。今年以来，信阳中行
对全市

15

家产业集聚区分类
梳理， 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
案， 切实解决产业集聚区的
融资需求。例如，为光山官渡
河工业园区研发了“园区
通”、“接力通宝” 金融新产
品， 授信金额

11030

万元；为
潢川工业园区研发了“互助
通宝”金融产品，批量批复授

信客户
10

户， 授信金额达到
1.38

亿元。

同时，以信钢集团、羚锐
制药、同合车轮等全市重点企
业为支持对象，继续加大对信
钢集团的授信支持，为羚锐制
药、 同合车轮分别提供

1

亿元
的理财项下专项融资及

8000

万元的授信投放。此外，加大
对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端制
造和绿色食品、 节能环保、物

流等主导产业支持力度，累计
向三元光电、 立翔维斯顿、开
源环保、 天眷物流等企业投
放

8200

万元， 推进全市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

围绕对房地产业的刚性
需求， 该行加大对个人住房
贷款投放的力度， 累计发放
贷款

9.32

亿元，在满足居民置
业需求的同时， 促进了我市
房地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我市启动“百日攻坚”行
动后，信阳中行立即在全行范
围内组织开展“强化措施解难
题、加大力度促增长、全力以
赴助力百日攻坚”活动，统筹
安排辖属各单位对企业进行
对接服务。通过多层次、高频

率的调研，持续主动走进产业
集聚区、走进小微企业、走进
广大农村， 广泛搜集融资需
求， 加大项目储备与投放力
度，全力以赴为全市各项经济
目标的完成贡献力量。

“百日攻坚” 活动期间，

该行分别组织和参与了
12

场
“百日攻坚金融服务对接会”

及产品推介会， 积极推介金
融服务产品， 挖掘企业融资
需求，加强服务对接。自今年
5

月中旬至
8

月底， 解决了一
大批企业的融资问题。

“百日攻坚”巧对接3

面对经济下行、企业经营
压力加大的困难形势，信阳中
行坚持一手抓结构调整，进一
步提升中小微企业和个人贷
款占比，增强全市经济发展的
动力和活力； 一手抓创新，持
续强化业务模式和改进产品
服务， 有效满足了中小微企
业的融资需求。

该行一是“放活”机制，

设立小企业“信贷工厂”，进
一步简化审批手续， 下沉审
批权限，提升贷款审批效率。

二是创新融资手段， 量身定
制产品。 立足信阳市工业园
区、 产业聚集区较多及中小
微企业融资需求“短、频、快”

的特点，自主开发了一系列
创新产品。 企业共担风险、

抱团取暖的“互助通宝”，集
约利用行内贷款接力、融资
成本降低的“接力通宝”，推
广应用项目风险评价科学、

审批高效快的互联网金融产
品“易贷通”“网络通宝”，立
足产业集群量身定制的“园

区通” 等众多金融新产品，

已成为我市中小微企业发展
壮大的催化剂。同时该行立
足银政合作， 以各级政府、

财政为依托，大力发展与各
级担保机构的业务合作，有
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
的问题。

截至
9

月底，该行利用新
产品共支持

141

户中小企业，

授信余额达
102347

万元；发
放担保机构担保授信

42

户，

投放金额达
2.3

亿元。

金融创新助企业4

为助推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强化中小企业跨境
合作与发展服务，今年，中国
银行总行利用国际化、集团化
优势， 着眼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牵头组织了中荷、中法等
中小企业贸易与投资洽谈会。

借此契机，信阳中行“撮

合” 我市
10

家中小企业参加
了对接活动， 促成固始绿源
花木现场与荷方

IGMPR

签订
采购“种球”的合作协议，成
为河南省唯一一家现场签约
的企业。同时，其他的参会企
业也与荷方开展了深入的对
话和交流。

信阳中行利用自身跨境
金融服务领先的优势， 创新
出的“撮合服务”模式和直接
有效的对接平台， 不仅帮助
了本地企业开阔视野， 拓展
市场，提升竞争力，而且为企
业跨境合作、 做大做强创造
出新的机遇。

发挥优势来“撮合”5

今年以来，信阳中行持续加
大个人消费及投资经营类贷款
投放，截至

9

月底，纯消费贷款余
额
34.98

亿元， 较上年末新增
7.1

亿元，新增量居全省中行系统第
二位。

为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金融需
求，该行在保障居民住房、汽车等
消费贷款的基础上， 重点支持个
体经商户及个人投资经营发展。

全年利用商会模式贷款、自主创
业贷款、 微型企业贷款等方式，

支持投放个人经营类贷款
19844

万元；广泛利用外呼分期、爱家分
期、车位分期、商户分期等产品，

有效满足居民不同类别的金融需
求。同时，顺应互联网金融快速发
展形势，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探索
智能

O2O

商业模式， 利用中银易
商网络平台发布了中银

E

社区、

在线出国金融、“沃金融”网络贷
款、 中银

E

商团等一批重点互联
网金融产品， 着力为客户提供一
站式社区金融与商务服务。

目前，该行在积极主动开展
多形式的中行互联网金融推介
和产品体验活动的基础上，先后
与昌建欧洲故事、 正通桂花苑、

思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11

个
社区和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提升服务惠民生6

为服务“三农”，今年，信阳
中行配置专项授信规模， 加大
信贷投放力度。截至

10

月底，涉
农企业和组织贷款余额达

8.2

亿
元， 为涉农龙头企业累计投放
3.49

亿元。

同时，围绕县域及农村经济
发展的需求，该行把做大做强县
支行作为金融服务“三农”的着
力点和支撑点，加快县域机构的
布局和调整。自

2013

年起，通过
迁出城区支行等方式，不断提升
空白县域机构的覆盖率。 两年
内，新增空白县域机构

2

家，建立
惠农支付服务点

36

家。

为响应国家“普惠金融”的
号召， 改善广大农村金融机构
少、金融服务弱的现状，该行积

极开展金融创新，依托电子渠道
和自助设备，推广运用银行卡助
农取款服务新模式，以银行卡为
载体、以

POS

机等自助机具为渠
道，通过卡卡转账实现助农基础
金融服务。同时，该行还通过布
放自助设备，引导广大农村居民
使用网银、手机银行等现代化支
付工具，逐渐将服务功能延伸至
自助缴费、 小额结售汇等领域，

打破普通金融服务“朝九晚五”

的限制，使广大农民掌握基础金
融技能，享受现代金融服务。

此外，该行依托助农点普及
金融知识，引导广大农民远离非
法集资、规范民间借贷、掌握鉴
别假币方法等，切实维护农村金
融市场的稳定。

担当责任为“三农”7

支持重点项目、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普惠
金融、助力美丽乡村等一套“组合拳”，显示信阳
中行助力我市经济发展的独具匠心； 梳理一组
组超亿元的投放数字， 沉甸甸的不仅仅是真金
白银，也是信阳中行担当大行责任的见证。

目前，信阳中行主动融入新常态，着重加强
业务发展与经营管理的综合平衡。一方面，继续
做好对全市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 持续加大贷
款投放和融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强化风险管
理和内部控制， 防范大额不良贷款和重大案件
风险责任事故发生。其做法可资借鉴。

唇齿相依，相伴相生。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
开金融“活水”，金融发展环境也离不开各级政府
的“精耕”。唯有在诚信的基础上相濡以沫，信阳
经济才能在“弯道超车”中铿锵前行！

◎

记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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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中行行长田阳春（左一）到华英集团调研

信阳中行领导班子到信钢集团座谈

信阳中行承担我市二代社保卡发放任务

信阳中行为平桥区留守儿童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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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方向促重点2

克服制约抓投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