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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农商银行贴心助力小微企业

河南省洛阳永成生态养殖有限公
司是一家畜牧饲养销售企业，伊川农
村商业银行近年来先后支持其贷款
400多万元，助力该企业迅速成长为
当地一家知名农业生态养殖服务企
业。这是该行贴心服务小微企业的一
个缩影。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门，而“融资难”却长期成为制约小
微企业发展的瓶颈。伊川农商银行以
破解“贷款难”为着力点，创新担保方
式、融资渠道及贷后服务等，支持小微
企业向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为了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渠道，该
行进一步完善信用担保机制，与当地
两家信誉好、实力强的担保公司合作，
搭建融资平台，缓解小微企业流动资
金、项目资金不足和因缺少抵押物造

成的贷款难等问题，共同培育和扶持
产品有市场、发展有潜力、管理较规
范、经营效益好和信用程度高的各级
各类企业，为企业经营提供强有力的
信用担保和资金支持。

在此基础上，伊川农商银行还成
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服务中心，扎实开
展信用工程和综合评级授信，通过评
级授信重点扶持优质小微企业。在具
体工作中，该行根据企业资产质量、信
用记录、存款贡献、开户历史及偿债能
力、盈利能力、资产运营能力、企业发
展等实际情况，对企业进行综合评级
授信，将信用程度高、偿债能力强、本
行存款率高的伊川电力、杰达食品等
企业列入“优质客户资源库”，可以享
受贷款优先、额度放宽和利率优惠等
政策，重点给予信贷扶持促进企业
发展。

伊川农商银行把支持民营经济、
特色产业，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贷款
难”问题作为深化服务“三农”领域和
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一项重要举
措来抓，为民营企业提供有效的信贷
投入，满足中小企业的合理信贷需
求。今年以来，支持全县民营企业及
中小企业贷款户 134 户，贷款余额
54294 万元。支持企业类型涉及五
金、机械、冶炼、化工、水电、房产、农业
种植养殖、食品、贸易批发零售、餐饮
业等各行业，真正成了中小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的坚强资金后盾。

伊川农商银行还进一步优化服务

方式，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水平。
对经营势头良好、产品附加值高、项目
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利用自身的经营
优势，做好主动营销、上门服务，并指
定专人负责与客户进行定期与不定期
的交流与沟通，切实帮助解决或协调
解决客户存在的金融需求和实际困
难，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扶持。

伊川农商银行先后与当地的伊都
面业、天丰面业、金博苑食品厂等农业
产业龙头企业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建立
和拓宽了长期而稳定的支农渠道，还对
以红薯深加工、小麦深加工、油料加工
等为主的龙头企业累计贷款支持近8亿
元。一年来，为伊川某食品加工有限公
司贷款400万元，为某面业集团贷款
550万元，为某食品公司贷款500万元，
为某酒精有限公司贷款400万元，为某
生态养殖公司贷款400万元，为某粮油
加工厂贷款300万元，为洛阳某面业有
限公司贷款250万元等，促进企业的产
业化、集约化发展，给这些企业带来直
接经济效益达2亿元，也间接帮助农民
拓宽了农粮销售渠道。

扶持特色农业项目。该行开展
“进百姓家、问百姓事、解百姓难”活
动，积极采取措施筹资金，扶持当地特
色农业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河川区高
效农业示范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基
地、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休闲观光
农业等为主的四大特色农业产业；围
绕高山乡郑村3500亩优质赞皇大枣
（套种牧草）、鸦岭乡千亩红薯品种改

良，水寨、彭婆、平等万棚万元反季节
蔬菜科技示范园，江左、鸣皋8万亩高
效间作套种示范基地，岭区3万亩苹果
旱鸭共养基地，葛寨、白元绿色芦笋、
食用菌生产中心等，开展信贷下乡、送
款上门，先后发放信用贷款7.5亿元，
推进了特色农业项目产业化、规模化
发展，提高了特色农业的增产增收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

扶持季节性农粮生产。在春耕备
播及棚室建设集中段，该行安排专项
资金，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贷款，
有效地满足了农民在购买种子、化肥、
农膜和生产机具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在抗旱浇麦工作中，共投入专项信贷
资金1250万元，帮助该县农民完成小
麦浇灌面积12万余亩，整修水渠18公
里，修复机井3眼，新打机井15眼。

一年来，伊川农商银行为300多
家农林牧畜等涉农企业授信近30亿
元，新增支农贷款6.62亿元，新增农业
贷款占比71％，农业贷款占比82.8％，
涉农贷款投放连年位居当地金融机构
之首，有力推动了区域内新农村建设
和农民增产增收，受到河南省政府的
嘉奖和财政厅的奖励。

同时，该行继续推行和完善“阳光
信贷工程”建设，严格执行阳光办贷、
限时服务的相关规定，简化程序，公开
操作，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高
效、快捷的服务平台。 （康凤立）

〈〈转自转自《《人民日报人民日报》》20162016 年年 22 月月 2121
日第日第1010版版〉〉

核心提示

伊川农商银行贴心助力
小微企业发展名扬全国——2
月 21 日，《人民日报》第 10 版
以“伊川农商银行贴心助力小
微企业”为题（署名康凤立），
对伊川农商银行支持小微企
业推动区域内新农村建设和
农民增产增收工作进行了报
道。现对全文进行转载。

□记者 徐翔 文/图

在瀍河回族区万隆小区
南区，住着一对长年照顾流浪
小动物的逾六旬夫妇，他们每
天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5
点，分4次为方圆约5公里的
几十只流浪狗送饭，一直坚持
了12年，12年来的花费超过
10万元。

“能救一个是一个，直到
干不动为止。”孟素珍和老伴
儿贾瑞科如此说道。

老夫妇12年花10万多元喂流浪动物

孟素珍在喂流浪狗

贾瑞科早在 1994 年就
退休了，孟素珍没有工作，平
日俩人全靠贾瑞科一个人的
退休金生活。

孟素珍说，一天做4次饭
需要5斤挂面、10斤鸡骨架，
再加上有些小狗生病吃药，每
天的花费在40元左右，一个
月要花去一半以上的退休金。

为了让小动物吃好，夫
妻俩长年过着省吃俭用的生
活，厨房的灶台上放得最多
的是咸菜，平时孩子们给孟
素珍点儿钱让她买首饰和衣

服，她不舍得花，全用在了小
狗小猫身上。

今年春节，夫妻俩只买
了20元的肉馅包了顿饺子，
给流浪狗们买鸡骨架则花去
了200元。

在万隆小区门岗工作的
魏师傅还记得孟素珍喂狗的
情形：“孟大姐自己啃干馒
头，却拿着包子去喂狗。”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邻居
的打扰，他们还动手在河滩或
荒地上给流浪狗搭窝，或者把
狗寄养在工地和驾校等地方。

孟素珍和贾瑞科来自周
口，今年同为66岁。从部队转
业后，贾瑞科被分配到原洛
阳机车工厂工作，并在那里
一住就是40年。

夫妻俩家中养了9只狗、
十几只猫，房前屋后还有不少
来“串门蹭饭”后住下不走的
流浪猫。贾瑞科说，1995年，
女婿送给他们一只宠物狗，开
始俩人对养狗没什么兴趣，但
养着养着就有了感情，“我从
电视上看到，一只成年狗能有

4岁小孩一样的智商，这可是
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啊”。

15 年前一个春日的午
后，夫妻俩外出遛弯儿时，在
一个污水处理厂见到了一只
被遗弃的小狗。看到小狗可
怜的样子，孟素珍心疼坏了，
赶紧抱回家养了起来。

从那时起，他们便一发不
可收地救助起小动物来。3年
后，孟素珍对流浪狗竟担心得
整夜睡不着觉，她跟丈夫一商
量：“干脆咱给它们送饭吧。”

“快，老伴儿，帮我把骨头
剁了。”孟素珍回到家时，一大
早去七一路菜市场买鸡骨架的
贾瑞科也回来了。

她赶忙招呼丈夫干活，自己
则一头扎进厨房，先煮鸡骨架接
着把捡来的馒头一个个掰碎。

鸡骨架煮得差不多时，孟
素珍用筷子蘸了蘸锅里的汤放
进嘴里，觉得咸淡合适再把馒
头倒进去。

这是一天当中，夫妻俩为
流浪狗做的第一次饭。

上午9点30分，孟素珍一
只胳膊挎着盛满狗食的塑料

桶，一手拎着骨头出门了，她要
步行十几分钟来到附近的驾校
和工地，喂那里的6只流浪狗。
把食物分好后，她顾不上休息
又打水给狗狗喝。

接近上午10点 30分，孟
素珍回家稍事休息后，又操持
着给自家的猫狗做饭，接着才
做自己和丈夫的午饭，然后再做
下一锅狗食，因为下午3点、4点
和5点，她和老伴儿要分别给更
远地方的流浪狗送饭，最远的

“送饭点”在5公里之外……
这就是12年来，孟素珍夫

妇每天的生活，他们忙并快乐着。

2月18日早晨，瘦小的
孟素珍拉着小车准时出现在
机车厂东路附近的菜市场。除
了买点儿便宜菜，她把大部分
精力都放在捡拾各种丢弃的
骨头上。

只要路过垃圾箱，她就
一定停下来看看，发现有馒
头或狗狗能吃的其他食物，
便如获至宝地捡起来放在
塑料袋内。

“我家过年攒了点儿骨
头，回头给你拿来。”多年来，附
近居民已经习惯这位衣着简
朴的“瘦老婆儿”四处找狗食，
一见面就跟孟素珍打招呼。

最远的“送饭点”在5公里之外

21年前，他们对小动物产生感情

每日买食物等的花费在40元左右

她爱“逛”垃圾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