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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大集、开讲座、串门户……在内
蒙古大地上，金融机构持续加强对“三
农三牧”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将加强金
融供给作为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质
效、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
助力地方特色富民产业快速发展。

加大金融供给
推动畜牧业提质增效

今年夏季，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由于
高温少雨，干旱天气较多，导致当地一
些农牧民需要更多资金购买饲草料。中
国农业银行阿拉善右旗支行了解到相
关情况后，及时下沉到各个养殖场与农
牧民对接，积极帮助农牧民解决资金需
求。

骆驼养殖户李文明就遇到了上述
问题。除了想购买饲草料，李文明还想
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于是他向中国农

业银行阿拉善右旗支行申请了 28 万元

的“惠农 e 贷”，“多亏了农行的惠农贷

款，我们及时购买了干青草、玉米，解决

了骆驼养殖采购饲草料资金短缺难题，

也有效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李文
明说。

据了解，2013 年，中国农业银行为
阿拉善右旗的农牧民投放了第一批惠
农贷款，惠及了阿拉善右旗的养骆驼牧
民 600 余户，贷款金额达 6000 余万
元。李文明表示，当年他也是这批惠农

贷款的申请者之一，有了这笔惠农贷
款，及时解决了资金难题，并用这笔款
项加固家里的棚圈，为骆驼填料加草。

养驼大户巴特尔也是实实在在的
受益者。2021 年，巴特尔在 40 万元农
行惠农贷款的支持下，建成了占地 2 万
平方米的驼奶奶源基地。因为看好骆驼
产业的发展前景，巴特尔今年又申请了

50 万元“惠农 e 贷”，用于购买饲草料

等。目前，巴特尔家养殖的骆驼超过

300 峰，一年产奶量 160 余吨。巴特尔

在零售驼奶基础上，还与当地驼奶加工

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骆驼养殖和驼
奶销售让巴特尔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
路。

“惠农 e 贷”是中国农业银行为农
牧民量身打造的一款快捷高效的线上
贷款产品。农牧民用手机即可完成贷款
在线申请、还款操作。今年以来，阿拉善
右旗支行客户经理主动对接 40 个嘎查
村，开展惠农政策宣传、农户信息建档、
核定授信额度等工作。驼产业已成为当
地推进乡村振兴和农牧民增收致富的
支柱产业。

紧扣县域乡村用户需求
特色产品精准助力

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
将农户贷款作为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
务质效、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

手，通过“粮农贷”“商户贷”“设施贷”
“活畜流通 e 贷”等多样特色产品，精准
助力地方特色富民产业快速发展。据中
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乡村振兴金融
部总经理耿思明介绍，截至 10 月末，该
行涉农贷款增量 227 亿元。

“能把葵花种得这么好，我想都不
敢想！前几年，我们这里葵花种植人数
少，于是我就尝试大规模种植葵花，但
由于成本过高，资金不足，一直未能形
成有效规模，是中国农业银行阿鲁科尔
沁旗支行主动上门‘送贷’，帮我实实在
在解决了难题。”阿鲁科尔沁旗巴彦花
镇于家粉房村村民王洋说。

今年 10 月份，面对粮食价格和产
量低的问题，中国农业银行阿鲁科尔沁
旗支行为王洋重新匹配信贷产品，为他
办理了 200 万元“商户贷”，信贷额度的
增加再一次为他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
目前，王洋不仅从事粮食葵花种植、葵
花收购以及葵花种子售卖等，还与洽洽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协议，为其
提供瓜子原材料。

技术信息不对称、资金限制等原
因，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茹牧源养
殖场的发展进入“瓶颈期”。养殖场负责
人范俊官说，“以前都是人工堆肥，污染
环境，人工成本又高，想摆脱这个困境，
必须提高科技水平。”为了实现智能生
态养殖，养殖场急需引进先进的管理系
统。中国农业银行和林格尔县支行营业
室主任杨日旺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为其

匹配了“惠农 e 贷”，仅用 4 天时间，范
俊官就收到了 29 万元贷款。

杨日旺说，为了把工作开展起来，
走得勤、访得深，让更多农民知道金融
服务就在身边，走访当地的种植养殖大
户、家庭农场，摸排经营情况、金融服务
需求及贷款意愿，并为其量身定制金融
服务产品，已经成为他工作的日常。同
时，通过开展金融知识大讲堂、金融知
识赶大集等，客户经理为在场的农牧民
解答各类金融问题，介绍金融产品，演
示如何使用手机银行各项功能等，让农
牧民充分感受到金融服务的便利与温
暖。“看到他们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很骄
傲!”

范俊官表示，有了充足资金支持，
养殖场顺利购置到种养一体化生态循
环系统，智能化自动收集系统实现了有
机肥干湿分离和集中发酵，自动化控制
系统能够根据蔬菜生长需求，精准调节
有机肥投放，解决了动物肥料全面利用
问题，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提升了蔬
菜产量与质量。“这笔贷款帮我的养殖
场实现了‘绿色养殖、绿色种植、绿色食
品’一体化生态循环，这是我的梦想。”

“金融活，产业旺，乡村兴。未来，我
行将继续拓展‘三农’领域，以更丰富的
金融产品和创新服务，促进农业增效，
推动农民增收，多措并举助力乡村振
兴。”中国农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孙昌利说。

（蔡博腾）

内蒙古：扎根田间地头“贷动”富民特色产业

近日，乌海市海勃湾区税务局组织了一系列“接地气”
“冒热气”的税收宣传活动。

“银税互动”是破除融资难等制约中小企业持续稳定发
展“拦路虎”的“秘密法宝”，也是税法宣传小队走进工商银行
与银行工作人员交流的重中之重。

乌海市海勃湾区税务局联合本地金融机构构建了银税
互动平台，积极落实“一企一策”，建立“一对一”的服务机制，
扩大“银税互动”受惠面。目前已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银行等 12 家金融机构签订了银税互动协议。将年
度纳税信用 A、B、M 级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全部纳入“银税
互动”，通过与签约合作银行的沟通协作，利用多种“银税互
动”产品向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发放无抵押信用贷款，税务机
关将纳税信用作为背书标准，精准定位贷款需求企业，向各
大金融机构推送，有力地推动了营商环境的优化，在帮扶民
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高市场风险抵抗力和经营活力，也为金
融机构拓宽了贷款新渠道，通过银税互动平台税务机关与金
融机构实现信息共享、事项共商、难题共解。

截至目前，银税互动平台共计有 1366 家海勃湾区企业
注册使用，税务机关已向银行推送户数 5997 户，贷款笔数
421 笔，贷款总金额 23215.44 万元，切实缓解了中小微企业
资金之“渴”。 （刘春霞）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
息，为规范银行业保险业数据处理活
动，保障数据安全、金融安全，促进数据
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金
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金融监管总局近日
制定 《银行保险机构数据安全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共 9 章 81 条，包括总则、
数据安全治理、数据分类分级、数据安
全管理、数据安全技术保护、个人信息
保护、数据安全风险监测与处置、监督
管理、附则等。

一是强化数据治理顶层设计。要求
银行保险机构建立与业务发展目标相
适应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落实数据安
全责任制，按照“谁管业务、谁管业务数
据、谁管数据安全”的原则开展数据安
全保护工作。

二是落实分类分级管理要求。要求
对业务经营管理过程中获取、产生的数
据进行分类管理。根据数据的重要性和
敏感程度，将数据分为核心、重要、一般
三个级别，并将一般数据进一步细分为
敏感数据和其他一般数据，并采取差异
化的安全保护措施。

三是强化数据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银行保险机构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

制度，对委托处理、共同处理、转移、公
开、共享等相关数据处理活动开展安全
评估，采取相应技术手段保障数据全生
命周期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活动安
全稳健开展。

四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按照“明
确告知、授权同意”的原则处理个人信
息，按照金融业务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收集个人信息。共享和向外部提供个人
信息，应履行个人告知及取得同意的义
务。

五是完善风险监测处置机制。将数
据安全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明
确数据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应急
响应及报告、事件处置的组织架构和管
理流程，有效防范和处置数据安全风
险。

《办法》的出台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强化金融监管、防控金融风
险的重要举措。金融监管总局将持续强
化银行业保险业数据安全监管工作，加
强督促指导，做好《办法》贯彻落实工
作，指导银行保险机构不断提升数据安
全管理能力，为保障客户信息和金融交
易数据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底线奠定坚实基础。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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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解决乌兰察布市小微
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乌兰察布市财政局集思广益、多措并
举，积极完善金融服务，全方位普及
金融知识，提高企业和农牧民的金融
素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精准性。

“融进去”
金融顾问入园区

为不断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
性互动，及时为各企业提供全生命周
期的金融服务，乌兰察布市选拔 20
名银行业务骨干，受聘为企业金融顾
问，同察哈尔园区 20 户企业结对，
建立长效服务机制。深入了解企业

经营状况和融资需求，帮助企业解决
堵点、难点、痛点，为企业提供政策解
读、金融产品设计、融资方案定制等
个性化服务。在金融顾问的帮助下，
园区企业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融资成
本，12 家企业累计授信 15 亿元，截
至 11 月末，贷款余额 5.11 亿元。同
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吸引更多
优质企业入驻提供了有力支持。

“沉下来”
“金融副村长”全覆盖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发展，离不
开“金融活水”的灌溉，乌兰察布市财
政局积极探索，努力走出一条金融引
领乡村经济的新路径。一是火眼金睛

选好带头人。坚持以“党建 + 金融”
为引领，由金融机构与地方党政部门
合作，从各行政村挑选熟悉农村工
作、有责任心的“村两委”成员担任

“金融副村长”，协助宣传金融产品、
收集农户融资需求。 截至 11 月末，
乌兰察布市 11 个旗县市区实现“金
融副村长”工作全覆盖，96 个苏木乡
镇、1287 个嘎查村已选聘“金融副村
长”918 名。

二是有的放矢抓好业务培训。积

极组织“金融副村长”参加建设银行

主办的“金智惠民星火计划”培训班，

不断提升业务能力，拓宽了农村干部

发展思路。

三是精准灌溉下沉金融服务。组

织“金融副村长”金融政策、金融知

识、金融服务进农村活动，积极协调
银行机构对接农牧户和新型农牧业
经营主体。截至 11 月末，“金融副村
长”已协助银行机构为 1858 户农牧
户和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
支持，授信金额 3.62 亿元，发放贷款
2.87 亿元。同时，提高了农牧民的金
融素养和风险意识，增强了金融服务

的可得性。下一步，乌兰察布市财政

局将不断创新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全

面搭建政府、银行、企业、村镇之间的

常态化沟通机制，着力推动资本与产

业发展深度融合，有效助推乡村治理

与农村金融深度融合，不断改善提升

金融营商环境，为乌兰察布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来源：乌兰察布市财政局)

打通园区、乡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乌海市银税互动缓解
中小微企业资金之“渴”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
《银行保险机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帮扶
安康工作要求，2021 年以来，中国
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立足自身资
源和地区实际，聚焦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等“五大振兴”，
创新帮扶举措，推动各项帮扶措
施落地见效。

开展产业帮扶。中国建设银
行内蒙古分行落实总行“带上员
工做公益、带着客户做公益、带动
机构做公益、融合业务做公益”的
公益理念，成功引导肉牛养殖企
业捐赠市价约 60 万元高品质种
公牛 2 头，带崽能繁母牛 15 头。
为助力肉牛养殖业在陕西省安康
市汉滨区县河镇财梁社区落地生
根，该行特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畜牧业服务中心养牛专
家现场讲解肉牛养殖知识，用科
学技术实实在在地解答群众的养
殖难题。

开展图书捐赠。中国建设银
行内蒙古分行精准对接爱心企业
客户，紧贴安康帮扶需求，联合内
蒙古新华书店赴汉滨区财梁九年
制学校开展图书捐赠活动。内蒙
古新华书店 2021 年为财梁九年
制学校捐赠价值约 1.5 万元的图
书，2023 年为财梁九年制学校捐
赠图书 200 册。内蒙古新华书店
策划运营部副部长刘政表示，期
望通过活动共建书香社会、营造
读书氛围，助力山区的孩子们走
出大山奔向未来。

开展支教活动。中国建设银
行内蒙古分行邀请内蒙古新华书
店策划运营部副部长刘政以“不
白吃话《山海经》”为主题开展漫
画支教活动，刘政以其独特的艺

术视角和幽默风趣的讲解方式，
为现场的孩子们揭开了“不白
吃”背后的创作神秘面纱，让传
统文化焕发生机，激发孩子们对
中华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孩子们还
积极参与互动抢答，仿佛遨游于
上古神话世界，与支教人员度过
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开展消费帮扶。在阡陌纵横
的农田中，绿水青山的馈赠和群
众的智慧交相辉映，孕育出茶叶、
富硒水等极具当地特色的农产
品。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助
力推广安康农特产品，把安康特
色农产品搬上“善融商务”平台，
大大拓宽了销售渠道。截至 2024
年 11 月末，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
分行善融商务平台购买和帮销安
康农产品交易额 54.85 万元，购买
和帮销中茶紫阳茶叶 3.42 万元，
购买安康富硒饮用水作为分行会
议指定用水，助力富硒水产业提
质增效。

开展联学共建。中国建设银
行内蒙古分行公关企化部党支部
及公司业务部党支部党员代表与
财梁社区党支部在财梁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开展联学共建活动，联
学共建内容丰富，包括召开座谈
会、参观财梁社区智慧党建馆、参
观裕农犇智慧牛场等环节。通过
联学共建活动，加强交流学习，助
力各方用新理念、新思路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为帮扶工作打下坚
实基础。

下一步，中国建设银行内蒙
古分行将继续创新工作思路，倾
心倾力做好帮扶安康工作。

(郝瑞雪 张雅然)

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
落实安康帮扶举措见成效

精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