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源头活水”。

给农户办贷款，可没有想象那么

简单。一则，大多数农户几乎没有信

贷记录，二则，农业经营特别是养殖

业，风险大，贷款风险防控难，极易形

成呆账坏账。

49岁的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支

行信贷员傅小康，担任“三农”贷款客

户经理10多年来，累计为2000多户农

户发放贷款3800多笔，涉及金额3.5

亿元，没有一笔损失——这是个奇迹！

傅小康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其实

并不复杂——把农民当亲人，以真心

换真情，对其生产生活各方面情况了

如指掌，由此来找到真正需要贷款的

人；在实践中练就“懂经营善管理”的

本事，深度参与到客户生产经营的每

一个环节中，帮助提升其经营水平，以

此化解还款风险；从群众的需要出发，

创新设计金融产品，切实让金融与实

体经济紧密结合，回归金融本质，助力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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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思锐

依靠贷款，武隆区石坝村张天全的“半拉
子”楼房变成了收入可观的农家乐，仅有几百元
钱的栾波将苕粉生意做到了年产值过千万元，
新春村及周边成为重庆高山农家乐产业最发达
的地区之一……给农户的贷款支持，在助力农
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也扶持了可持续发展的相
关产业，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农行武隆支行信贷员傅小康从部队转业入
农行，从行政转岗做业务，从事信贷工作十多年
来以真心换真情，真心把农户当亲人，累计为
2000 多农户发放贷款 3 亿多元，既为众多农户
解了燃眉之急，也极大拓展了自己的业务范围，
成为了基层金融服务的行家里手。在实践中，
傅小康通过了解农户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防
控贷款风险，又通过产业调研鼓励农户发展相
关产业，不仅让农户敢于以金融杠杆赢得发展
机会，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让金融产品真正助
力“三农”发展，真正帮助农户解决了现实难题，
更树立了信用观念和发展信心。

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的
广泛应用，“用户画像”、手机银行等不断出现，
金融服务的手段会更科学、更精准、更智慧。
但是，对于广大农户而言，这些依然代替不了
走村串户，面对面交流的“线下”服务。因为在
农民看来，国有银行如同政府机构，基层的信
贷员就是政府政策的代言人，对党委政府的信
任就来自于这些日常为自己发展操心服务的

“傅小康”。以客户为中心，帮客户解难题，才
能赢得客户的理解和支持。帮客户做大了产
业，银行也就有了更多优质的客户，这是通行
的经营理念。但要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只背
熟银行服务手册上的条款并不一定有效果，
只有用心用情把金融政策、产品信息烂熟于
心，既顾及眼前，又着眼长远，在服务“三农”
中敢贷、愿贷、能贷、会贷，把“为人民服务”理
念贯彻到信货工作的里里外外，做有感情、有
温度的金融服务，才能使更多助农资金源源不
断地注入乡村，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出更大
作用。

乡村振兴需要有温度的金融服务

““我是农行的我是农行的，，我就我就是农民的亲戚朋友是农民的亲戚朋友！！””
一位基层信贷员服务“三农”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永才 吴刚 向菊梅

上午10点已过，大雾仍未散去，路面和地
里的白菜，都蒙着一层白白的霜。

这里是位于武陵山区的武隆石坝村，海拔
高，气候严寒，耕作条件差，一度是重庆最贫困
的地区之一。

58岁的张天全蹲在马路边，在寒风中搓着
双手，焦急地盯着前方。负债数十万元，妻子还
卧病在床，一个人喂几十头牲畜仍然入不敷出，
他看起来比同龄人苍老许多。

大雾深处的一个人影逐渐清晰，是他，中国
农业银行重庆武隆支行信贷员傅小康。

见到来人，张天全一双粗糙的大手伸出去，
内心的忐忑，却有增无减。

“老傅啊，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张天全话锋
一转，“但是绝对不能让你为难，我找了一家贷
款公司，每天5000元利息，先把你们的钱还
了。”

“千万不能这样，我来帮你想办法。”傅小康
一口回绝。

这一幕，发生在今年10月初的一天。农户
为啥宁可借高利息的贷款也要先把银行的钱还
了？欠账还钱，秉公办事，银行信贷员为啥还要
拒收？一借一贷间，是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故
事？

●短评

11月2日，傅小康（左一）正在栾波的苕粉厂参观，栾波把企业最新的发展与他分享。

11 月 3 日，肖玉梅正在彩
泥乡村酒店接待宾客，如今她
的农家乐已发展为当地最大
的一家。

11月2日，傅小康（右）在乡间小路上，和村
民聊着家常，关心着他们的发展。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罗斌摄/视觉重庆

为致富路锦上添花
也在关键时刻雪中送炭

故事要从两年前讲起。
2019年7月的一天，傅小康为村民送贷款

上门后折返武隆城区，经过石坝村时，又看到了
那栋熟悉的“半拉子”楼房。

楼房早已封顶，但外墙的砖尚未抹灰上色，
没有安装铝合金玻璃的窗户像一个个窟窿，房
前的院坝也是一片泥泞。

石坝村毗邻重庆著名休闲度假地——仙女
山，周边农家乐鳞次栉比。这栋楼为啥没能及
时建起来？

带着疑惑，傅小康走进了房屋，遇见了正在
给内墙抹灰的张天全。“我完全是靠自己在建
房，养猪种菜，挣一分钱用一分钱，5年才建成现
在这个样子，太慢了，看到邻居们的农家乐天天
有钱赚，我也很着急。”张天全说。

“为啥不能贷款把房屋建成，早点开门迎客
挣钱还款呢？”

“街坊邻居都找遍了，没有借到钱，银行里
又没有亲戚朋友。”

“我是农行的，我就是农民的亲戚朋友。”
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几分钟内达成共识。

此后第三天，张天全拿到22万元贷款。用这
笔钱，他装修完了房屋，购买了农家乐相应设
施。

次年夏季，张天全的农家乐住宿、餐饮净收
入逾10万元，加上销售农产品的收入，他一举
还完了银行贷款。

张天全富裕了，傅小康的帮助却没有停
止。“老傅三天两头打电话给我，教我怎么做生
意。他又帮我办了30万元贷款，建议我扩大种
植和养殖规模，顺便多卖些农产品，增加收入来
源。”张天全说着打开自己的手机，上面一个接
一个的都是和傅小康的通话记录。

张天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突然到来的“亲
戚朋友”，除了在致富路上锦上添花，还会在关
键时刻雪中送炭。

就在农家乐步入正轨之时，张天全的妻子
却患了重病，先前的30万元贷款不得不挪用于
治病，几个月内就消耗殆尽。

银行的还款期限要到了，自己一时半会儿
还不上，这可怎么得了？

“老傅会不会担责，会不会被银行开除？这
可都是我拖累了他呀！”

焦急万分中，张天全经人介绍找到一家小
额贷款公司，想借一笔钱先把银行的钱还了，再
想办法续贷。按照对方的要求，这笔钱每天要
5000元利息，相当于每天牵走一头小牛。

傅小康感动了，同时也犯难了，一边是收款
压力，一边是农户的现实困难，如何两全？思虑

再三，傅小康把自己的朋友圈梳理了一遍，最终
找到一人愿意免息借给张天全10万元，通过3
次“冲贷”办理续贷，“小牛”保住了。

以真心换得真情，这样的故事，傅小康经历
了很多。在他负责的村，每到过年杀年猪，大家
都要邀请他到家里吃刨猪汤。“老傅真不把我们
贫困户当外人”“老傅不是来放贷的，他是来送
财的”……采访中，重庆日报记者多次听到这
样的评价。

“外公”主动送来“锦囊妙计”

在“火锅之都”重庆，苕粉是食客最爱点的
菜品之一。武隆是重庆优质苕粉产出地，而武
隆最大的苕粉生产企业，名叫栾氏苕粉。

不过，就在几年前，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创
始人栾波，还在风里来雨里去跑运输，一直没有
攒下什么钱。

2012年末，栾波卖掉了经营多年的大货
车，还了欠账后，仅剩700元钱。这年春节的一
天，栾波带着家人在武隆城区闲逛，花花绿绿的
各色年货招人眼馋，但捏一捏兜里的钞票，栾波
不得不加快了脚步。走到农行门口，他下意识
放慢脚步。此刻，傅小康的办公室，仍亮着灯。

想着顺道看望一下老朋友，栾波进了办公
室。此前多年，他几次经傅小康向银行贷款，用
于购买货车。如今车卖了，银行的钱还了，但老
傅的情谊不能忘。

“开货车不挣钱，今年又打了‘白板’。”栾波
一脸苦相。

“考虑一下做苕粉吧，武隆这么多人做苕
粉，地方品牌已经做出来了，但没有一家做成规
模的，你在外面跑过，有能力做。”傅小康支招。

年后，拿着从银行贷来的5万元，栾波的苕
粉生意开了张。晚上生产，白天销售，一个月下
来，竟有好几千元赚头。一家人辛辛苦苦干了3
年，有了40余万元结余。好日子终于来了，栾
波打算在武隆城里买套房。但和傅小康分享这
份喜悦时，却被他泼了一盆冷水。

“现在做苕粉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肯定越来
越激烈。手工生产，还能坚持多久？谁的规模
大，谁的单位成本就低。为啥不搞点机械化生
产，要做就做第一。”当栾波小富即安时，却被傅
小康狠狠“抽了一鞭子”。

对于信贷员而言，这也是重要的工作策
略——用小额贷款鼓励客户“试一试”，相当于孵
化，发现其潜力后，就扩大信贷规模，着力培育。

拿着新贷来的40万元，栾波立即买回烘干
机、切割机等设备和更多原料。小农户机械化
生产苕粉，在武隆可是头一遭。如何用机器做
苕粉，没有人知道。栾波摸索了近1个月，但生
产出来的苕粉要么太软易断，要么硬得像石头，
根本没法吃。前后近20吨原材料报废，损失好
几十万元，贷款加上自有资金，几乎全部亏空。

栾波几乎急哭了。电话那头，傅小康的话，
却始终只有一句：再试试。

“那段时间，我其实比栾波还着急，一是还款
风险，二是实在不忍心看到一个老客户屡屡失
败。”回忆起这段往事，傅小康仍然有几分自责。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对水和原料的配比进
行了数十次试验后，2017年7月的一天夜里，软
糯油滑的苕粉终于从机器中流出来，在灯光下
显得晶莹剔透。

傅小康当然是第一个收到喜报的，但电话
那头栾波对他的称呼，也吓了他一跳：“外公。”
原来，栾波的母亲也姓傅，在重庆农村，素有按
姓氏认亲的传统。“我实在是太感激他了，一时
不晓得怎么表示。”栾波说。

产品研发成功后，栾波的生意蒸蒸日上，年
产值突破1000万元。但他发现，由于没有品
牌，超七成利润被经销商拿走，自己辛辛苦苦做
生产，挣的却是“下力钱”——必须建立自己的
品牌和销售渠道。这一次，栾波并没有打算向
银行贷款，但“外公”却主动送来了“锦囊妙计”。

今年初，“栾氏苕粉”品牌注册成立，并在重
庆主城成立了一家品牌运营公司。为降低运营
风险，在傅小康的建议下，栾波实行了合伙制，几

名直播带货的主播分得了股权，由员工变身股
东，既提升了工作主动性，又降低了人力成本。

有产能，有品牌，有渠道，“外公”心中更有数
了——扶上马，再送一程。前不久，他给栾波送
来了100万元贷款，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栾波
说，到明年，他的苕粉年产值将超过3000万元。

“傅小康一直都是这样‘爱管闲事’，不是被
动地等待农户来贷款，而是主动跟农户沟通，并
且协助农户解决贷款以外的事情。”农行武隆支
行行长余文焱说，他从部队转业进入农行以来，无
论是做行政工作，还是转岗做基层信贷员，都不忘
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爱岗敬业，把农民当亲人，以
真心换真情，得到了同事和客户的一致认可。

创新金融产品
解农户燃眉之急

在武隆区新春村，有大大小小数十家农家
乐，彩泥乡村酒店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占地10
余亩，有上百间客房，总投资逾800万元。仅凭
住宿和餐饮两项，这家酒店的老板肖玉梅，每年
就能获得近百万元收入，这还不包括销售农产
品的附带收入。

不过，就在5年前，酒店刚刚建成之时，肖

玉梅却因为缺钱一筹莫展。和张天全一样，在
建房之初，肖玉梅并没有长期的资金规划，一边
建设，一边修改方案，扩大规模。待房屋建成
后，自己多年的积累已全部花光，能借的也全部
借了，再也筹不到钱购买客房必需的家电和床
上用品。

2009年5月，眼看着乡村旅游旺季来临，自
己的农家乐离开张仍差“临门一脚”，肖玉梅心
急如焚。

肖玉梅想到了老同学——傅小康，但很快
她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此前，她在经营另一
家小型农家乐时，通过傅小康从银行只贷到几
万元，想要多借点，对方给出的理由很无奈：按
照农村信用贷款的相关规定，凭肖玉梅的条件，
最高额度只有10万元。如今的资金缺口，高达
50万元，银行的额度远远不够。

但别无他法的肖玉梅还是拨通了傅小康的
电话，得到的答复不出所料：没有那么大额度。

拒绝肖玉梅的请求，本是实话实说，但傅小
康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小额度贷款，对肖玉梅
这类客户而言，没有实际价值，这样的情况，傅
小康已遭遇过多次。

“原来的信贷产品，只考虑了种植业和养殖
业，几万元额度基本够了，但经营农家乐，这点
钱就远远不够。”傅小康觉得，是银行的金融产
品有问题，对于上规模、上档次的农家乐经营
者，理应提升信用额度。

为啥不能推出一些创新的金融产品，扩大
信贷额度，来满足肖玉梅这样的客户的需求？
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傅小康就行动起来，开始给
上级写申请。

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请示，但由于牵
扯上了老同学关系，傅小康被一些同事质疑：你
这不是假公济私吗？

对于单位“三好生”的傅小康而言，这样
的质疑，伤害不小。评优评先，那可都需要
民主测评，众口铄金，说你坏话的人多了，
将直接影响考核。

傅小康又一想，信贷工作干得好不好，
关键要看是否能给客户创造价值，可不能一

味当“老好人”，意见该提还得提。顶着非议，傅
小康向上级递交了申请书。

精诚所至，十多天后，傅小康得到答复——
肖玉梅的个人生产经营贷款审批通过，信用额
度50万元。农家乐经营者获得这么大的额度，
这在农业银行武隆支行，是第一次。

这让筹钱无门的肖玉梅喜极而泣。两个月
后，她的农家乐如期开张。“这完全是一笔从天
而降的贷款。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抱多大希望。
额度是银行规定的，他一个信贷员，怎么可能突
破。完全没有想到老傅这么上心。”肖玉梅说。

但肖玉梅不知道的是，为了争取这笔贷款，
傅小康可是“伤透了脑筋、跑断了腿”。分内职
责只是照章办事，金融产品创新这样的事，对于
一个基层信贷员而言，还是“破天荒”。为了增
强材料的说服力，傅小康进行了“专题调研”，对
肖玉梅这类客户的经济条件、经营能力，以及她
们所从事行业的盈利前景，都作了仔细分析，一
份简单的申请书，变成了一份产业分析报告。

申请书递交上去后，也经历了漫长的催促
过程。“要从个人贷款部门递交到支行，再递交
到分行，层层审批。”傅小康告诉记者，那段时间
他盼星星盼月亮，天天打听申请书审批进度，一
次又一次给相关领导打电话。

办农家乐，竟然可以贷到这么多钱，肖玉梅
身边的村民们闻声而来。如今，在新春村及周
边，已经建起了20多家大大小小的农家乐，这
里也由此成为重庆高山农家乐产业最发达的地
区之一。张天全办农家乐能贷22万元，也得益
于这次金融产品创新。

更让傅小康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一纸申请
书，还间接促成了农业银行“惠农e贷”的推
出。截至目前，这款产品的存贷余额超过4000
亿元，授信户数超300万户，成为全国服务“三
农”的主力金融产品。

竭力服务“三农”，傅小康先后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农行功勋员工等荣誉。“傅小康”，
已经成为农行系统的一个服务品牌。这些荣誉
也证明金融力量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