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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年的工资也就五六万块钱，

通年下来攒不了多少本钱，想养牛，难

啊！”沈宏海说完过去，眉开眼笑地说

现在，“农行的‘惠农 e 贷’帮我解了燃

眉之急，办理手续简单，利率还低，我

贷了 6万块钱，养了 10多头肉牛，等

牛出栏后，我家年收入至少可以翻一

番啊。”

坐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恩和农

牧场是国有农牧场，有 17 万包括沈宏

海在内的农垦职工，分布在不同的农

牧场及生产连队，传统贷款模式无法

满足他们购买生产经营资料的资金需

求，担保难、贷款难、贷款贵成为他们

获取资金的瓶颈。

农行呼伦贝尔分行深入调研，了

解到恩和农牧场职工的信贷需求后，

上下联动，积极制定服务方案，提供

“惠农 e 贷”新型贷款服务模式，结合

国有农牧场的特有优势，针对不同经

营主体，实现产品与客户群体的个性

化匹配，有效满足农牧场职工的资金

需求，深受广大职工们青睐。

据了解，截至 7 月底，呼伦贝尔分

行累计对农牧场职工发放“惠农 e贷”

3712 笔，贷款金额 2.86 亿元，余额

1.78 亿元，惠及 2759户职工家庭。

呼伦贝尔分行结合当地农牧场职

工生产经营实际，大力开展“惠农 e

贷”农户贷款中的“特色产业模式”业

务推广，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筛

选符合条件的农牧场职工，以信用方

式发放贷款，具有纯信用、无担保、额

度高、利率低、审批快、可循环等特点。

“惠农 e贷”在业务流程、空间、时

限等多方面改变了传统贷款模式，贷

款手续方便快捷，贷款时间从受理到

放款由一个多小时压缩到十几分钟，

借款人只需跑一趟农行，后续用款可

以随借随还，实现了贷款发放批量化、

便捷化、普惠化，有效降低了农牧场职

工贷款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

“一开始我并不信，以往贷款多难

啊，要担保，利率高，填多少表，跑多少

趟银行，想想就算了。”沈宏海竖起大

拇哥，接着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

向农行递交了贷款申请，结果真的是

跑一趟就办下来了。我的同事们都说，

‘原来贷款也可以如此简单’。”

“‘惠农 e贷’采取线下签约与线

上用还款相结合的方式，签约完成后，

客户可通过银行柜面和网上银行、掌

上银行、自助服务终端等渠道进行用

款、还款，真正实现高效、优质、便捷。”

额尔古纳支行客户经理赵虎介绍道。

为推广优质产品，惠及更多资金

需求客户，呼伦贝尔分行在产品宣传

和提高办贷效率方面下功夫，积极召

开多场“惠农ｅ贷”产品推介会，向农

牧场职工等目标客户群体进行产品宣

传，配备专业客户经理，在推介会现场

办理贷款受理工作，使农牧场职工们

可以少跑路，早收款。

同时，该行以目标客户为导向，积

极开发优质客户资源，不断加大“惠农

e贷”农户贷款的推广力度。积极与呼

伦贝尔农垦集团进行对接，达成全面

合作计划，目前已与 22 家农牧场签订

《惠农 e贷农户贷款合作协议》，白名

单累计授信户数 4,190 户，授信金额

3.65 亿元。

鲁娜 李方勇

在草原嘎查守望幸福———
工行内蒙古分行在脱贫攻坚中履行社会责任纪实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

程上，无数企业和个人在精准扶

贫工作上切实履行自己的社会

责任，这其中，工行内蒙古呼和

浩特分行正在用实际的行动，诠

释着大行的作为、彰显着大行的

风范。

近年来，该行始终坚持服务

实体经济，充分发挥国有大行的

金融服务优势，不断创新服务思

路、改进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

量，持续扩大针对小微企业、“三

农三牧”、贫困地区特色产业项

目的资金支持力度，为呼和浩特

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的脱贫攻

坚工作贡献力量。在此基础上，

该行积极对接定点帮扶的和林

格尔县大红城乡白其夭村，今年

年初，工行内蒙古分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呼市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曲向泽多次与驻村第一书

记马常青深入沟通，把脉问诊，

了解需求，指导扶贫工作有序推

进。5月行党委委派副行长高峰

带队到白其夭村调研，与白其夭

行政村脱贫攻坚工作队队长马

常青、大红城乡党委书记云月

清、白其夭行政村村支书兰书记

深入座谈，实地考察该村新建蓄

水塔等项目。了解到村民多年饮

用水困难的问题后，该行副行长

高峰表示：“村里脱贫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但村民吃水用水的问

题不能拖，我们会立即筹措资金

新建蓄水塔，让村民用上放心

水。”

说到做到。该行立即召开专

门会议研究白其夭村新建蓄水

塔项目，同时组织全行员工踊跃

捐款，很快筹措了 51000 元专项

扶贫资金。一位捐款的工行员工

表示：“听说了白其夭村村民饮

水困难，就是想尽力帮帮他们，

如果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也

谈不上脱贫，所以我捐了 500 块

钱，希望能帮到他们。”很快，该

行将 51000 元扶贫资金送到了

白其夭村，也正式启动了蓄水塔

新建项目。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和林县委书记王威亮

对该行的支持表示感谢，对工商

银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主动落

实精准扶贫工作表示认可。该行

将以金融扶贫、项目扶贫、定点

帮扶为抓手，切实落实帮扶责

任，把金融精准扶贫工作落在实

处。重点满足贫困地区、贫困人

口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坚持

以产业发展为引领，注重发挥金

融企业优势，精准对接农业产业

化等特色产业，不断改进金融服

务，促进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提升

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贫困地区

“造血”功能，确保贫困地区按期

脱贫。

心系村民。9月份，工行内蒙

古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呼市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曲向泽带领

相关人员再次来到白其夭村跟

踪项目进展情况，当看到自来水

通到家家户户后，难掩内心的欣

慰之情，随即表示：“我们将持续

关注白其夭村脱贫攻坚进程，积

极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助力全村

脱贫工作迈上新台阶。”

自此，白其夭村与工行呼和

浩特分行结下了“不解之缘”，今

后的脱贫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但该行已然走在了脱贫攻坚

的最前线，工商银行在用实际行

动，履行着国有大行所肩负的政

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起到了积极的表率作用，有这样

的企业在不断努力，全面脱贫指

日可待。

孟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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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内蒙古呼和浩特分行
助力脱贫攻坚 彰显大行风范

“惠农e贷”满足农垦职工资金需求

深秋的大兴安岭南麓，层林尽染，

山河秀美。

在其脚下的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

乌兰苏木温德根嘎查，是工行内蒙古

区分行的扶贫点。

在这片区域面积 73 平方公里的

扶贫点上，该行按照工总行深化金融

扶贫要求，在脱贫攻坚中切实履行国

有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先后派出三

批扶贫工作队员，用专业知识开展扶

贫工作，千方百计增强贫困农牧民自

我“造血”功能，扶助他们走致富路，过

幸福生活。

在这里，工行人一扎就是 8个年

头。

这几天，温德根嘎查就要迎来扎

赉特旗政府组织的脱贫攻坚检查。扶

贫工作队员们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

是害怕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兴奋的

是 8年如一日的扶贫工作终于迎来阶

段性成果。

扶贫应该是持续的、有
活力的，不是简单给钱、不
是满墙标语感化、不是大会
小会训导

“咱这个村子，经济来源主要是农

业收入。”温德根嘎查党支书鲁云风一

五一十介绍嘎查贫困的原因：“地里打

不出井水，水浇地少，产量低。贫瘠的

地是全家生活收入的全部来源, 光人

吃都不够,更别说养活牲畜了。”

温德根嘎查 97%的人为蒙古族，

平均海拔 1126 米，多丘陵、山地，夏

天山洪多、冰雹多，农牧业基础薄弱抗

风险能力低，山坡地较多耕种收入低，

畜牧业结构单一且未形成规模化集约

化养殖标准，因灾致贫占到贫困户的

68%以上，完全一副靠天吃饭的模样。

“温德根嘎查 2011 年开始成为

工行扶贫点，区分行辖下的兴安盟分

行员工徐永生、王兴北主动请缨，先后

参与扶贫工作，愿为扶贫事业尽一份

共产党员的责任。”王欣，这位内蒙古

区分行运行管理部 80后党员干部给

记者徐徐道来：“我是 2018 年 6 月接

手参与扶贫工作，与农牧民同住同劳

动，尽我所能帮助嘎查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帮扶当地困难群众发展生产脱

贫致富。”

7年来，三任工行扶贫队员走街

串户了解贫困户家庭人口基本信息、

收入状况、致贫原因、劳动力等情况，

认真听取贫困户的发展愿望和诉求，

耐心讲解扶贫相关政策，帮助认真分

析贫困原因，结合贫困户自身家庭实

际情况，为贫困户联系落实产业，寻找

致富门路。

但脱贫致富何其难，嘎查建档立

卡贫困户共计 98户，截至 2018 年 6

月末仍有 38 户尚未脱贫。这是精准

脱贫的“硬骨头”，不是简单给钱、不是

满墙标语、不是大会小会训导就能解

决的。

80后蒙古族年轻小伙张所，一家

四口就靠种地收入，天灾让这个家庭

一度陷入困境。

嘎查的实际情况，倒逼扶贫队员

推出“菜单式扶贫”。他们推出了十几

项适合温德根嘎查农牧业养殖项目，

是养牛养羊养猪还是养鸡养鸭, 是种

菜还是栽果树？让贫困户进行选择。张

所选了养牛。大家帮助综合分析,认为

这个选择合适可行。

项目选了,但钱从哪里来？

扶贫队员们 2017 年将政府资金

1.5 万元无偿给他买母牛 2 头、2018

年又给他买母牛 2头。如今他已有了

1头牛犊，明年还会有 4 头牛犊出生。

想到脱贫致富有望，张所全家的信心

就增强一截,喜庆之气溢于言表。

“今年，我行积极强化考核激励，

加快扶贫小额贷款业务推广，为贫困

户提供相应的融资支持。”工商银行内

蒙古分行行长赵桂德告诉记者，“下一

步，我们将进一步探索‘银行 +公司 +

担保 + 农户’的市场化运作经营服务

模式，让金融扶贫工作更加可持续发

展，更加有生命力。”

在这里，没有打卡，但
要 24小时在岗；在这里，没
有雾霾，但要忍受二手烟；
在这里，没有指标，但见多
了疾苦也不会让人轻松

1300公里。

从繁华的呼和浩特到贫困的温德

根嘎查，这是王欣与家的距离。

1981年出生的王欣，从小在城市

长大，家境不错，从上学到工作，除了

偶尔去乡下旅游外，人生中前 30 年

和中国农村的交集微乎其微。

在嘎查，大多数贫困户住的还是

土坯房，从空洞的窗口望进去，黑漆漆

的一片；睡觉时，虫子从天花板上往下

掉；村子里没有可以沟通的年轻人，没

有欢笑。他第一次和农村离得这么近。

巨大的落差让他意识到，扶贫不

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这里，没有打

卡，但要 24小时在岗；在这里，没有雾

霾，但要忍受二手烟；在这里，没有指

标，但见多了疾苦也不会让人轻松

……

白天，和其他队员入户调查，摸清

底数，做好贫困户的脱贫计划；与相关

部门协商为嘎查配置各种体育器材设

施；每二周协调组织一次全嘎查卫生

大扫除，推进村容村貌建设；接待因为

各种事务来反映情况的人，他要耐心

解答他们的各类问题。

晚上，作为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按照上级部门要求

规范“精准扶贫”档案资料，一条条整

理、核实、补充完善贫困户信息和照片

资料，目前已完成 3 万余条，在 2018

年 8月扎赉特旗扶贫档案信息评比中

获第一名。

“白 +黑”“5+2”是扶贫队员的常

态。

即使工作繁忙，身为少数民族的

他无法在嘎查村委会食堂吃饭，只能

回宿舍吃面条。苦中作乐，入乡随俗。

从米饭到面条，从高楼大厦到田间地

头，一切转变都可以适应，唯独无水让

王欣难以忍受。

“夏天，下大雨后，自来水就变浑

浊了，沉淀两三天都不行。更痛苦的是

洗澡不方便。夏天，水晒个两三天就能

用，即使凉点也无所谓。一入秋，天一

凉，就抓瞎了。”

结婚 7 年，有 4 年在海外参与筹

建巴基斯坦分行，与新婚妻子聚少离

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服妻子，

驻村扶贫。寂寞时，看着夜空中灿烂星

河，寻找着牛郎星和织女星。

过去，“精准扶贫”是王欣在新闻

里才会看到的词汇。现在，他每天把这

四个字挂在嘴边。“精准扶贫，用我们

的话来说就是精准到户、精准施策、精

准到人。”

如今，获得扶贫资金的贫困户都

在设法找信息、学技术、跑市场、兴产

业。闲聊、喝酒的人少了，忙活自家“一

亩三分地”的人多了。“感谢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走上脱贫致富路的蒙古族贫困户用汉

语不停地说。

据记者了解，7年来，在工行内蒙

古区分行精准开展扶贫项目，累计投

入帮扶资金 145 万多元，帮助嘎查改

造危草房 150 户；资助贫困学生 200

余名；组织外出务工 500 余人次。目

前，嘎查贫困户由 2011 年初的 310

户 1199 人口减少到 37 户 117 人，人

均纯收入由 1660 元增加到 9130 元，

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 1350 元增加到

2513元。

“现在，温德根嘎查贫困发生率

预计可降至 1.72%，较全国贫困户发

生率脱贫目标低 1.28 个百分点，‘脱

贫摘帽’目标可期。”巴彦乌兰苏木达

（乡长）乌云毕力格肯定了工行多年来

的扶贫工作。

眼中有疾苦，脚下才会
有力量；心中有情怀，坚守
才会有意义

这样的年轻人，这样的故事，只是

内蒙古区分行和辖下 12 个二级分行

金融扶贫队伍中的一个剪影。

早在 2000 年，工行就受领了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赋予的扶贫任务，踏

上了金融扶贫路。这就不得不提起在

内蒙古区分行无人不知的玉柱老人。

今年 78岁的玉柱，是一名军转干

部。2000年退休后，他并不安逸于在

家休息，主动请缨，担任扶贫工作队队

长，走上扶贫一线。

当时区分行扶贫点———内蒙古锡

盟西苏旗额尔敦敖包嘎查，距呼和浩

特市 300 多公里，原本是水草丰美的

赛汗塔拉（美丽草原），但由于风沙侵

蚀，草原沙化十分严重，牧民们渐渐失

去了养育牛羊的牧场草地，生活陷入

贫穷落后。

目睹了少数民族群众房屋简陋、

缺衣少食的景象，玉柱这个从小在牧

区长大的蒙古族硬汉，感慨动容。他决

心要为扶持这里的牧民脱贫尽自己最

大的力量。

进村后的一个多月里，玉柱骑马

走遍了散居在方圆 400 平方公里的

几十座蒙古包，坐在毡房里，拉着老阿

爸、老额吉的手，倾听他们的心声。时

值初冬，贫困牧民如何安全过冬成为

他们的首要任务。内蒙古草原的冬天，

气温常在零下 40 多度，寒风裹着雪

花，当地人称之为“白毛风”，直接威胁

着人畜的生命安全。

缺少资金，分行机关干部捐献了

5万元扶贫爱心资金，购买了近 4000

公斤面粉和冬储蔬菜，还有牧民熬奶

茶急需的奶粉、炒米和砖茶等食用品，

分发到各家各户，保证全村 22 户 77

口人的安全；缺少衣物，分行职工家属

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捐助近

200件衣物，送到牧民手中，基本上做

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平安过冬。

“大投大建我做不起，在产业布局

上我献计献策。”他与地方政府扶贫办

联手制定了扶贫工作总体规划：用四

至五年的时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恢

复生产、生活温饱、摆脱贫困的初期目

标。他和伙伴们在“输血”的基础上，实

现“造血”，提升牧民内生动力：投入扶

贫资金 38.2 万元，从鄂尔多斯地区购

进阿尔巴斯优质良种羊 715 只，从锡

盟本地购买良种山羊 372 只，共计

1087 只，为生产自救创造了基础条

件；协调工行与旗政府筹资 25.4 万

元，新建棚圈 16 个，修复 6 个，保证

牧民各家的羊群全部圈养，一改过去

粗放式的放牧形式，增强抗灾能力；采

取工行出资、牧民出力的组合形式，先

后打出机井三眼，出水量 20 吨／小

时，并完备了机井配套设施。解决了人

畜用水的难题，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抗

灾能力；投资 22.2 万元开发 120 亩饲

草基地，亩产青储玉米秆 3500 公斤，

摆脱了过去“靠天养殖、买草养殖”的

被动局面。

为了巩固扶贫工作阶段性成果，

做好后续连贯工作，玉柱还协助地方

政府完善了县、乡、村三级联手脱贫工

作机制，建立起扶贫工作联络站，利用

互联网开设了扶贫工作信息传递平

台，使上级的扶贫政策能够及时落到

实处。

扶贫 4年多来，他们为当地创造

固定资产价值 53 万元、流动资产 55

万元（主要是 2500 只扶贫羊）。绒毛、

活畜销售收入达 64.5 万元，青储玉米

秆价值 12 万元，四项总额 185 万元。

当地牧民年人均收入达到 4000 元，

有三分之一的牧民盖起砖瓦房，安装

了风力发电机，让身居偏僻地区的牧

民点上了电灯，收看到电视。

在额尔敦敖包嘎查扶贫 4年多时

间里，玉柱把牧区当作第二故乡，与牧

民们同吃、同住、同劳作，放弃了所有

节假日休息，一门心思扎在牧区，东

奔西忙，昼夜苦干，用辛勤的汗水换来

了草原生命的绿色。

听说扶贫工作队完成任务要离开

牧区了，牧民们骑马从四面八方赶来

为他们送行，双手捧起洁白的哈达和

斟满“草原白”酒的银碗，簇拥在工作

队员们周围，款款深情，浓浓敬意，让

玉柱潸然泪下。

锡盟扶贫刚收官，兴安盟赈灾扶

贫又频频告急。还未来得及拂去满身

征尘，玉柱又率扶贫工作队挥师东进，

来到兴安盟扎赉特旗宝力根花苏木永

发嘎查。本是自治区党委赋予工商银

行的一项短期性的赈灾扶贫任务，玉

柱和他的队员们又苦干了 3年，农牧

民当年人均年收入 1060 元，较灾前

翻了一番。

玉柱率领的扶贫工作队被评为自

治区扶贫先进集体，玉柱本人被评为

自治区扶贫先进个人，获得“公益事业

之星”的赞誉。

在鲜花、掌声、荣誉面前，玉柱显

得非常平静、淡定。他说：“我是草原的

儿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回报草原对

我的养育之恩。”

眺望草原边陲，希望的阳光洒满

大地，这里是蒙汉同胞共同的家园。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的扶贫工作队员们，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前赴后继，让嘎查

贫困户稳定脱贫，走上致富幸福路，用

爱心、真心、责任心描绘了一名工行员

工、一名共产党员服务草原人民的最

美姿态。

孟昕 杨彩霞

IPO被否企业“借壳”
间隔期从 3年缩至 6个月

并购重组接连迎利好政策。

证监会网站 20日晚消息，证监

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就 IPO 被

否企业作为标的资产参与上市

公司重组交易相关政策答记者

问时表示，IPO 被否企业筹划重

组上市的间隔期从 3 年缩短为

6个月。同时，证监会在相关问

题和解答中表示，将区分交易类

型，对构成重组上市（俗称借壳）

和不构成重组上市的交易设定

具体的监管标准。

常德鹏表示，为防止部分资

质较差的 IPO 被否企业绕道并

购重组登陆资本市场，前期证监

会发布相关问题与解答，对 IPO

被否企业筹划重组上市设置了

3 年的间隔期要求，并强化信

息披露监管。这一做法对防

范监管套利、维护市场秩序

起到了积极作用。考虑到 IPO

被否原因多种多样，在对被

否原因进行整改后，不乏公司

治理规范、盈利能力良好的企

业，其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

呼声非常强烈。

为回应市场需求，统一与被

否企业重新申报 IPO 的监管标

准，支持优质企业参与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

升，证监会将 IPO 被否企业筹

划重组上市的间隔期从 3 年缩

短为 6个月。

他还表示，证监会将继续深

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服务国

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那么，如企业在申报 IPO

被否决后拟作为标的资产参与

上市公司重组交易，证监会对此

有何监管标准？

证监会表示，将区分交易类

型，对标的资产曾申报 IPO 被

否决的重组项目加强监管：对于

重组上市类交易（俗称借壳上

市），企业自中国证监会作出不

予核准决定之日起 6 个月后方

可筹划重组上市；对于不构成重

组上市的其他交易，证监会将加

强信息披露监管，重点关注 IPO

被否的具体原因及整改情况、相

关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与 IPO

申报时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动

及原因等情况。

此外，证监会还将统筹沪深

证券交易所、证监局，通过问询、

实地核查等措施，加强监管，切

实促进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修订有

助于降低 IPO 未过会企业借力

资本市场融资的制度成本，也有

助于降低未过会企业的上市时

间成本，助推优质的拟上市公司

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