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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面積大省、資源富省、人口小省。在這裏，每平方
公里不足9人，提供金融服務實屬不易。近期，記者走訪
調研看到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下稱郵儲銀行）線上服務
在這裏發揮着令人讚嘆的成效， 「郵儲銀行服務好、貸
款快」 是記者走訪中聽到次數最多的話。走訪途中放
眼望去，一望無垠的草地上散落着一群群悠閑吃草
的氂牛、茶卡羊以及三三兩兩的馬兒。牧民之間
間隔的距離動輒十多公里，甚至七八十公里。在
金融科技的加持下，郵儲銀行在高原上蹚出了
一條潤物細無聲的金融 「活水」 助力鄉村振
興、滋養實體經濟之路。 鄧建樂

「90後」姑娘的「三農」金融情緣
「尕領，你來啦，今年枸杞大豐收，看

這果子，顏色多好！」在青海省海西州烏
蘭縣東莊村枸杞種植大戶馬貴才的曬場，
他捧起一把紅紅的枸杞給郵儲銀行海西州
支行烏蘭縣 「雙基聯動」辦公室負責人、
一位年輕的 「90後」信貸客戶經理趙尕領
看。趙尕領2019年大學畢業後進入郵儲銀
行烏蘭縣支行工作，在烏蘭縣一待就是四
年，與 「三農」金融結下了深厚的緣分。

柴達木盆地的主體就位於海西州，約佔
全州總面積的80%，故柴達木成為了海西
州的代稱。枸杞樹能駐風固沙、防治水土
流失，青海自然環境優，具備強紫外線輻
射、低溫、乾旱等條件，可以促進枸杞黃
酮、胡蘿卜素等次生代謝物的合成積累。
因此柴達木枸杞成為了海西州的特產之
一，是中國國家地理標誌產品。

記者在烏蘭縣東莊村枸杞種植大戶馬貴才的枸杞
晾曬場現場觀察並品嘗，發現柴達木枸杞顆粒大而
飽滿、色暗紅、肉質肥厚、甘甜可口。

一來到枸杞晾曬場，趙尕領與馬貴才便用烏蘭話
交流起來。雖然她不是烏蘭本地人，但是幾年來行
走在田間地頭，趙尕領的烏蘭話也練得十分地道。
今年馬貴才的收成很好，枸杞單價也高，馬貴才和
其合夥人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然而一年前，馬貴才則是愁眉不展。馬貴才他們
共計種植了 500 畝枸杞，搭建了 50 個大棚。在
8-10月，枸杞可以接連採摘三茬。這期間，他們
會僱傭當地村民採摘枸杞，每斤1.5元勞務費，待
枸杞銷售後發放。

「此前因為資金周轉問題，沒有錢及時給村民
發工資。」正在馬貴才一籌莫展之時，在趙尕領
和同事的指導下，他通過 「雙基聯動」合作貸款
業務模式，從郵儲銀行貸款 50 萬元，解了燃眉

之急。
原來，2015 年，青海省委組織部、原

青海銀監局（現更名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
總局青海監管局）組織開展 「雙基聯動」
合作貸款試點工作，並將郵儲銀行列為第
一批試點單位。

為何要開展 「雙基聯動」合作貸款試點
工作？記者調研發現，在之前，農牧區缺
乏完善的評估、擔保、交易平台，導致農
村資產確權難、抵押登記難、價值量化
難、交易流轉難。而且，農牧民對金融服
務了解不足，信用信息未納入徵信體系，
貸款投放風險較大。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青海省推出了 「雙
基聯動」合作貸款業務模式，讓基層銀行
業機構和農牧社區基層黨組織加強合作，

發揮各自優勢，對農牧戶和城鎮居民的信用評級、
貸款發放及貸款管理。不僅推進了普惠金融服務，
還把村民、村委、銀行緊緊聯繫在一起。

郵儲銀行海西州支行在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創
新發揮烏蘭縣 「雙基聯動」合作貸款辦公室作用，
通過加強與各鎮人民政府和社區居民委員會的溝通
協作，共同服務農牧區產業發展。截至2023年12
月末，郵儲銀行海西州支行 「雙基聯動」合作貸款
規模突破1.1億元。

讓「信用即財富」惠及廣袤鄉村
「看，這是我們生產的藜麥餅乾！公司發展到今

天，離不開郵儲銀行的幫助！」青海七色麥香食品
有限公司總經理馬順財說。

幾年前，馬順財開始種植藜麥，並逐漸擴大種植
規模。後來，他成立了公司，探索對藜麥進行深加
工，但面臨着購買設備資金不足的問題。幸運的

是，郵儲銀行主動授信，通過 「極速貸」為他提供
了20萬元的資金支持。

「我通過郵儲銀行手機銀行上傳了材料，不到
10分鐘，貸款就到賬了。真是坐在家裏就能辦貸
款！」馬順財感慨道。

如何讓農牧民坐在家裏就能辦貸款？據了解，這
源於西莊村是郵儲銀行評
定的 「信用村」，由於
「信用」加持和郵儲銀行

便捷的線上服務，才讓這
筆資金迅速到賬。 「農村
信用體系建設對於解決信
息不對稱和農戶貸款難具
有重要作用。」據介紹，
郵儲銀行通過 「線上+線
下」相結合的模式，全面
開展信用村、信用戶評
定，積極推進農村信用體
系建設，讓 「信用即財
富」惠及廣袤鄉村。

這背後，也是郵儲銀行
近年來持續加強金融科技

賦能的縮影。數據顯示，2020年-2022年，郵儲銀
行的信息科技投入累計投入超297億元。郵儲銀行
青海省分行副行長強波民以自己參與的一次海東區
發放貸款舉例，從提供基本的身份證件，到貸款發
放，現場不到15分鐘就完成了。科技的持續大力
投入，加快了郵儲銀行在農村下沉市場 「主動授
信」業務的推動，從而實現了客戶體驗越來越好的
正循環。

目前，郵儲銀行青海省分行已建立超2.96萬戶規
模農戶信息數據庫。截至2023年12月末，該行累
計發放信用村信用戶貸款超15億元，其中線上貸
款結餘超9億元，佔比達63%。

馬順財的公司2023年實現收入800萬元左右，比
2022年翻番。該公司還聘用20多個村民，助力當
地產業、企業和村民共同發展。據了解，該公司填
補了烏蘭縣在藜麥深加工方面的不足，進一步延伸
了藜麥的產業鏈。

除了金融服務，郵銀聯動也給七色麥香的發展帶
去了 「加速度」。馬順財透露，有一次在網上直
播，網友購買熱情非常高，他緊急聯繫當地郵政分
公司溝通物流事宜。郵政的工作人員立即安排人員
上門，很快就把所有的直播貨物發出。

青海省有 「中國氂牛之都」 「中國藏羊之府」之
稱，地域非常遼闊。海西州烏蘭縣察汗河村的牧民
其美德家裏養了1300隻羊和150頭氂牛，記者現場
走訪時目睹了上千隻羊出欄奔向牧場的壯觀場景。
這些迫不及待奔跑出來的羊兒正是其美德一家的創
收來源。

其美德一家是蒙古族人，家裏共有7人在牧場忙
碌，妻子則陪着孩子在縣裏讀書，也順便賣一些民
族銀飾。他們在烏蘭縣新購置的房子有 128 平方
米，購房花了近40萬元（人民幣，下同），又花了
20多萬元進行裝修，這在以前他們想也不敢想。
2012年，他家的養殖規模僅有600隻羊，全家七八
口人全都撲在上面，一年凈賺也就幾萬元。而現
在，他一年的凈收入有50萬元。

其美德的父親李軍今年已經70歲高齡了，但他
精神矍鑠，蒙古話說起來神采飛揚，一口氣就說了
五六分鐘，經旁邊的人翻譯後，記者才了解到，李
軍把最開始與郵儲銀行的結緣、郵儲銀行貸款對他
們有了哪些幫助、對郵儲銀行的感激之情全部都表
達出來了。

2012 年，郵儲銀行工作人員朱曉強來到牧區宣
傳貸款政策。李軍沒有想到，郵儲銀行的工作人員
竟然跑到高海拔牧區來提供金融服務，就此他與郵
儲銀行結緣，在該行貸款5萬元，用以擴大養殖規
模，購買小羊仔、草料等。

「我 們 察 汗
河 村 上 90% 的 牧
民都在郵儲銀行貸
款 養 殖 牛 羊 ， 大 家
也都走上了增收致富
的道路。郵儲銀行的服
務很好。」其美德告訴記
者，隨着父親年齡越來越
大，他接棒養殖事業，並在想要繼續擴大養殖規
模時從郵儲銀行申請貸款。同期，郵儲銀行烏蘭
縣雙基聯動合作貸款辦公室的趙尕領也接棒朱曉
強來提供服務。2023 年 6 月份，趙尕領為其美德
發放信用貸款 40 萬元，用以購買氂牛和小羊
仔。

採訪當天，其美德和父親李軍與兩位郵儲銀行客
戶經理的同框合影給記者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美德一家對我們客戶經理都非常信任。」如今

已是郵儲銀行天峻縣支行行長的朱曉強表示，有的
牧民對手機不熟悉，不太會看短訊提醒，所以他們
都會人工跟進，以免產生不必要的逾期貸款。一般
貸款的時候，客戶也喜歡找他們指導，學習使用手
機銀行操作。

「我文化程度不高，希望兒子能好好學習，將
來如果繼承家業，能帶回來更先進的養殖技術或
方法。」其美德眼光長遠，他說，之前他們一直

是做活畜售賣，今年
他也開始嘗試直接售賣
牛羊肉，將產業鏈進一步
延長。

青 海 省 的 畜 牧 業 特 色 明
顯，省內純牧業行政村主要養
殖品種即為牛、羊兩類牲畜。郵
儲銀行青海省分行非常重視特色產
業的金融服務，截至 2023 年 12 月
末，累計授信牛、羊、枸杞行業個人
經營性貸款超 1.84 萬筆、金額超 35 億
元，貸款結餘超15億元。

其美德是郵儲銀行評定的信用戶，他所在
的察汗河村也是該行評定的信用村。像這樣的信用
村，郵儲銀行青海省分行已建立超900個，佔全省
行政村的25%，信用村信用戶貸款結餘1.6萬筆，
筆均僅為8萬元。

「郵儲銀行放款速度快，農戶搞種植或
養殖，不一定哪天就要買種苗或者買飼
料，資金需求常常周期短、頻次多、時間
急。在郵儲銀行貸款，早上去下午可能就
能獲得貸款，通過手機銀行貸款就更快
了。這些年郵儲銀行的支持，給咱們村民
幫了大忙。」 西莊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
主任馬曉平如是說到。
青海省海西州烏蘭縣西莊村在2023年

1月被評定為 「全國民主法治示範村」 ，
此前還曾榮獲 「全國文明村」 「省級文明
村」 等榮譽稱號。馬曉平介紹，種植業和
養殖業是西莊村的主要產業，該村的
4000多畝土地進行了集中連片流轉，其
中2000多畝地種植柴達木枸杞、1000多
畝地種植藜麥、1000多畝地種植小麥和
青稞等。
西莊村是一個城郊融合村，全村人口

1600餘人，因為外出務工，有200多人
常年在外地。同時，也有其他地方的人由
於發展產業、務工或等原因來村裏生活，
從而帶來了800多人的流動人口。該村有
蒙古族、藏族、漢族、回族、撒拉族等8
個民族共同居住。
2015年，西莊村被郵儲銀行海西州支

行評定為信用村。郵儲銀行青海省海西州
支行行長戴國禮告訴記者，當地的村幹部
了解村內的生產經營情況、熟悉村民的還
款能力，可以很好地幫銀行把關，銀行得
到村委的推薦，並結合銀行的貸款要求發
放貸款，可以切實支持當地的產業和經濟
發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村裏的情況村委全部都掌握，首先品
行沒有問題村委才會將其推薦給銀行。貸

款是否運用到實際的生產經營中，我們在村裏也都
能夠掌握、一目了然。」 馬曉平說，村民非常珍惜
西莊村是郵儲銀行的信用村這個稱號，作為信用
村、信用戶，在貸款額度上會有相應的政策支持，
因此村委和村民都努力去維護西莊村以及自己的信
用。
馬曉平介紹，村裏40歲以下的村民更喜歡用手機

申請貸款，可以隨貸隨用、隨支隨還，很快就到賬
了，非常方便。但年齡大一點的村民，更喜歡去銀
行網點找客戶經理現場申請。隨着全面推進鄉村振
興，村民的思想觀念也在不斷轉變，大家更加重視
發展產業、發展經濟，西莊村的發展得到了郵儲銀
行的支持，村民們也喜歡到郵儲銀行貸款，形成了
良性循環，村裏大概一半的項目貸款都是郵儲銀行
發放的。
戴國禮表示，在金融科技加持下，郵儲銀行服務

水平不斷提升，客戶經理通過手機銀行和移動展業
設備，在田間地頭就可以為村民辦理貸款，十分方
便快捷。
鄉村振興，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針對進一步提升

服務鄉村振興質效，強波民表示，郵儲銀行青海省分
行將積極發揮自身稟賦優勢，深度融入鄉村振興大
局，加大 「三農」 領域信貸資金、人力、服務等方面
的投入力度，在服務鄉村振興進程中不斷拓展發展空
間，以高質量金融服務不斷增進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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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助力父子兩代養殖傳承金融助力父子兩代養殖傳承

郵儲銀行助力鄉村振興調研紀實
金融金融「「活水活水」」潤高原潤高原

牧民其美德牧民其美德（（左二左二））和父親李軍與郵儲銀行客戶經理趙尕領和父親李軍與郵儲銀行客戶經理趙尕領
（（左一左一）、）、天峻縣支行行長朱曉強天峻縣支行行長朱曉強（（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海西州烏蘭縣察汗河村牧民海西州烏蘭縣察汗河村牧民
其美德家草場放牧其美德家草場放牧。。

海西州烏蘭縣東莊村枸杞種植大戶馬貴才的枸杞曬場大棚海西州烏蘭縣東莊村枸杞種植大戶馬貴才的枸杞曬場大棚。。

郵儲銀行信貸客戶經理在青海七色麥香食品有限公司進行貸後回訪郵儲銀行信貸客戶經理在青海七色麥香食品有限公司進行貸後回訪。。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藜麥豐收場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藜麥豐收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