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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跟进关于有效衔接和金融支持的规
划政策、制度办法，强化与地方党政和有关部
门的沟通协作。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发出农发
行声音、提供农发行方案、贡献农发行智慧。

与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签订三
方合作协议。围绕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
动乡村建设行动等领域，“十四五”期间，累计
投放贷款不低于4000亿元，其中，围绕全力服
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重点向 20个脱贫县投放贷款不低于 400
亿元；围绕全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投放粮油
肉蛋奶类贷款不低于 3000亿元，携手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建
立了务实高效的合作机制。三方建立合作领
导机构，成立合作领导小组，并将在各方省市
县部门、机构参照成立相应的合作领导及工
作机构。对协议中明确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行动等 11 个具体
合作事项，每个合作事项都明确了工作目
标、完成时限和责任部门。

扎实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与省工商
联、光彩会等六家单位联合下发开展“万企兴
万村”行动的实施意见，全力服务好“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成果的巩固拓展、“万企兴万
村”回报家乡专项行动以及下乡企业“联农带
农”各类主体，不断加大对“万企兴万村”行动
的金融支持力度。累计支持“万企兴（帮）万
村”入库企业 241家，累计投放各类贷款 72.3
亿元，贷款余额74.88亿元。

广泛与地方党政开展合作。先后与佳木斯、齐齐哈尔、双鸭山政府
签订服务乡村振兴合作协议，本着“相互支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
原则，携手共建长期、稳定、深入的战略合作关系，结合当地特色资源、
特色产业，在黑土地保护、新兴产业科技应用、涉农企业科研成果转化
应用、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等合作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打造“一县一品”，
努力在服务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粮食安全、农业基础设施、民营小微、
区域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双方进一步凝聚共识、优势互补，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2022年是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开拓之年、奋进之年。农发行黑龙
江省分行将全面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融
入新发展格局，在助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进程中推进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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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银润黑土，深耕细作见真情。2021年，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简称农发行黑龙江省分
行）紧紧围绕黑龙江省“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关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按照省分行确立的“党建统领、
创新发展、科技兴农、特色强行、保障安全”工作思路，建
立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组织体系、制度
体系、产品体系，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全年累计投放各类支农贷款1365.6亿元，
同比多投放320.5亿元，年末贷款余额4640.1亿元，比年
初净增220.5亿元，连续11年居全省金融系统前列，更好
地满足全省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农发行黑龙江省
分行从践行初心使
命、坚守社会主义本
质要求的政治高度，
深刻认识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意
义，稳步有序推动乡
村振兴工作机制、组
织架构、政策举措等
衔接调整，为进一步
做好服务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一是以抓
党建促业务。切实发
挥党建对服务乡村振
兴的引领、保障、推动
作用，持续推动党中
央关于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的决策部署在农
发行落地落实，把党
史学习教育同服务乡
村振兴有机结合，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传
承脱贫攻坚精神，凝
聚共识、形成合力，推
进乡村振兴事业不断
前进。二是坚持“三
级书记”一起抓。省
分行党委成员包片督
导各省级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二级分行

党委成员包片督导辖区内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建立了省市县三级行

“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各负其
责、分片包干的领导体系和责任体
系。三是完善组织架构。将省分行

“脱贫攻坚工程领导小组”职能并入
“支持乡村振兴和国家重大区域发
展战略领导小组”，作为全力支持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领导决策机构。将原扶贫
业务处调整为乡村振兴处，按照省
分行党委决策部署，牵头统筹、协调
督办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各部门各
条线加强协同联动，聚合政策、产
品、人力、财务、资源等力量，打出

“组合拳”，形成气出一孔、共同发力
的局面。四是在服务乡村振兴工作
中体现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扎实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
展“惠农富农、服务乡村振兴、客户
服务提升、履行社会责任、为基层减
负、关爱员工暖心”六大行动，坚持
从最关切的问题入手，从最现实的
需要出发，从最突出的事项抓起，深
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确立的 1058项办实事项目已全
部完成。

把握发展机遇，举全行之力，统筹安排、强力推进，继续争
当金融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先锋
主力模范。

充分发挥粮食收购主渠道作用，稳固“粮食银行”。始终牢
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政治嘱托，坚持运用政策性收储和市
场化收购两种手段，累计投放贷款749.5亿元，同比多投96.7亿
元，保障全省种粮农户随时卖粮、随时提现。一是圆满完成
2020粮食年度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工作。累计发放2020粮食
年度收购贷款 616亿元，超额完成总行投放任务，占全国系统
投放量的三分之一、东北四省区投放量的60%。国家级主流媒
体先后对该行支持秋粮收购工作进行了持续广泛的宣传报
道。二是切实做好2021粮食年度收购资金供应。举行2021年
新闻发布会，提前筹集800亿元收购资金用于支持2021年秋粮
收购，实现预案早启动，贷款早投放，秋粮上市以来，累计投放
粮食收购贷款 340.6亿元，同比多投 158.7亿元，支持收购粮食
240亿斤，支持多收127.6亿斤，全力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三是粮油市场化业务实现较快发展。全年累计投放贷款
335.9亿元，同比增加 122.5亿元，市场化贷款投放额度首次超
过政策性贷款，粮油市场化转型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补短板作用，切实擦亮“特色银行”品
牌。紧紧围绕现代化新龙江建设，深入对接省“十四五”发展规
划和农业强省战略，持续加大省“百大项目”和“百千万”工程项
目支持力度，累计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194.1亿元，投放
128.3亿元，同比多投 102.4亿元，增幅 394.6%。一是聚焦服务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支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防洪薄弱环节、中
小河流治理、水资源配置工程、水环境治理等民生领域，做强

“水利银行”。累计审批水利建设项目贷款 79.7亿元，投放 40
亿元，同比多投32.5亿元，水利建设贷款余额52.7亿元，同比增
长41.3亿元，增幅362.7%。二是聚焦服务“两项指标”交易、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做大“农地银行”。投放农地贷款13.1亿元，
同比多投9.2亿元，农地贷款余额13.4亿元，同比增长9.8亿元，
增幅 270%。三是聚焦践行“两山”理论，服务“碳达峰 碳中
和”战略，主动融入省“兴安岭生态银行”建设行动，打造“绿
色银行”，累计向城镇污水管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垃圾
处理等领域投放绿色贷款 65.4亿元，助力打赢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绿色贷款余额 116.3亿元，较年初增加 62.5亿元，增
幅 116.2%。四是聚焦服务城乡一体化、农村公路、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等民生领域，累计向乡村水、电、路、气、热、危房改
造等领域投放贷款 123.7亿元，助力乡村建设行动。全面履
行绥化市金融服务队牵头行职责，组织开展“百行进万企”
融资对接行动，与绥化市政府举办了 4 场政银企、银企对接
活动，引导各家金融机构累计向绥化地区投放贷款 605.9亿
元，其中绥化市分行投放贷款 89 亿元，有效发挥牵头行“头
雁”作用。

全面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擦
亮“服务乡村振兴的银行”金字招牌。全面贯彻中央“四个不
摘”政策要求，向全系统提出组织领导不减弱、扶持政策不减
少、工作要求不减轻、考核标准不减低“四个不减”工作目标。
精准聚焦脱贫地区，投放衔接贷款 210 亿元，衔接贷款余额
690.1亿元，投放帮扶贷款（原扶贫贷款）185.3亿元，帮扶贷款
余额 251.6亿元，20个国定脱贫县贷款投放实现全覆盖，帮扶
贷款投放量和余额均列全省金融系统前列。6家单位荣获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省分行产业客户处荣获全国“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擦亮了服务乡村振
兴银行的金字招牌。服务“六稳”“六保”，围绕省政府“两牛一
猪一禽”工程，累计投放贷款10.6亿元，重点支持大型优质生猪
养殖、饲料加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以及肉蛋奶生产供应等
惠民生、补短板企业。

加大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力度，助力补齐“三农”短板弱
项。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签订“十四五”期间推进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与应用业务合作协议，聚焦助力解决种业“卡脖子”、
生态环保技术成果转化、现代高端农机装备应用等发展难题，
持续加大信贷资金供应力度。年初以来，持续加强与全省排名
靠前现代种业企业对接服务，累计投放贷款9.3亿元，支持种子

“育繁推一体化”基地建设，助力打赢种业翻身仗；围绕助力解
决秸秆等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蓝天保卫战等民生关注焦点难
点问题，创新应收账款质押办贷模式，其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确
权贷绿色信贷模式的成功经验在全国系统推广，累计审批生物
质发电、热电联产中长期项目及配套流动资金贷款15.5亿元，
投放 12.6亿元，在解决秸秆焚烧、电力供应紧张、矿产资源节
约、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助力龙江现代农机装
备产业，累计向高效节水灌溉、高端农机装备制造等领域投放
贷款0.57亿元，同比多投0.34亿元。

始终坚持把创新发展作为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
力水平根本手段，将创新发展理念贯穿到业务发展全过程各领
域，认真谋划推动全行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举
措。

确保服务乡村振兴信贷总量不减少。针对收储政策调整
政策性收购贷款投放同比大幅下降，以及去库存进程加快对贷
款规模的影响，开展信贷规模“月盯月”行动。一是确定“跳起
摸高”的工作目标，按照近年来信贷规模变化趋势，紧盯一季度
末全年信贷规模高点，层层传导压力、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级
行持续加大贷款投放。二是坚持以天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
季、以季保年，对当月去库存等因素收回的贷款，通过省“百大
项目”、国定脱贫县、农业现代化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补回
来。三是月初定计划拉清单，一项一项抓落实；月度内日监测、
旬对标，跟踪督导、定期通报、督查督办；月末行领导亲自坐镇
指挥，对照月初计划逐笔业务询问落实成效、研究加快落地举
措。信贷规模“月盯月”行动以来，全行累计投放各类贷款
640.2亿元，同比多投277.4亿元。

组织常态化信贷政策宣讲，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
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当先导”功能和“逆周期”调节作用，立足业
务特色，成立 5个信贷业务宣讲专班，对全省 13个地（市）、65
个县（市）和“一区三园”先后开展两轮信贷业务宣讲，为县域经
济发展提供全链条、便利化的政策性信贷服务。围绕服务国家
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
现代化、农业农村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六大领
域，深度对接国家102项重大工程、省“十四五”规划和“百大项
目”。累计对接项目 332个，拟融资额度 865.7亿元；累计审批
贷款 411笔、金额 397.9亿元。有力助推了县域产业配套设施
提质增效、县域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县域公共服务设施提
标扩面、县域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

扎实推进五大平台建设，服务实体经济渠道更加畅通。一
是“政银企”合作平台作用不断加强。先后与省发改委、省住建
厅、省建投集团、省工商银行、省农业银行、省交通银行和佳木
斯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与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签订三
方专项合作协议，推动深入对接合作，累计投放中长期及配套
流动资金贷款 160.5亿元，同比多投 110.4亿元，其中向建投等

八大产业集团审批贷款204.4亿元，投放137.6亿元。二是大型
战略客户合作平台作用不断深化。持续加大与大型央企和中
省直企业对接合作，累计投放信贷支农资金618.1亿元，占全行
信贷投放的45.3%。支持北大荒“三大一航母”建设，服务业务
领域覆盖良种繁育、土地流转、粮食收储、精深加工、仓储物流
和灌区设施等 6大领域。三是“万企兴万村”平台作用不断提
升。与省工商联签订金融服务“万企兴万村”行动专项合作协
议，累计支持“万企兴万村”行动项目库企业 236户，投放贷款
72.3亿元，贷款余额 75.9亿元，助力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四是
科技兴农合作平台不断加力。持续加大对高新精尖企业金融
支持力度，累计投放农业科技类贷款14.5亿元，同比多投9.4亿
元。五是创新“银担险”客户共享平台不断推进。先后与 9家
政府性融资担保和保险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累计向 58户小微
企业提供担保贷款2.4亿元，着力解决小微贷款客户融资担保
难问题。

改进完善经营考核体系，牢固树立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导
向。制定下发《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工作考核细则》，明确考核目标、职责、方法、步骤等，引导全
行围绕各项重点任务抓好落实。按月做好考核指标的监测分
析，定期通报考核指标值，引导各级行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脱贫县等重点区域以及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加大工
作力度，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贷款投放额和余额继续保
持同业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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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加大投入 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政策性金融支撑

坚持创新发展 提升服务乡村振兴能力水平和根本手段

支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项目建设

与齐齐哈尔市政府签订乡村振兴合作协议与齐齐哈尔市政府签订乡村振兴合作协议

与省建投集团签订与省建投集团签订““十四五十四五””合作协议合作协议

与双鸭山市政府签订乡村振兴合作协议

图一：支持备春耕生产

图二：支持佳木斯高端农业机制造产业

图三：支持绥化市肉类产业发展

支持齐齐哈尔梅里斯热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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