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信”添“金”，上海农商银行金融活水铺就乡村振兴新

路径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

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幸福成色。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 19年聚焦“三农”，并首次将“强

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单列为一项重要内容。

夏收时节，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乡间的“米袋子”

“果筐子”“菜篮子”，广袤的大地满溢丰收的喜悦。

“金链条”串起“金麦粒”

亳州市位于黄淮麦区，是安徽省远近闻名的小麦种植基地。每到

六月，万亩良田由青转金，麦浪翻滚，穰穰满家。

“自从用了有机肥，小麦能增收近 15%，下一季我准备把种植面

积翻一番，扩大到 4000 亩！”谈及自家种植的小麦，亳州小麦种植户

葛立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但在 5年前，他还完全想不到自己能有

这样的好收成。2017 年，刚转行开启土地“刨金”之旅的葛立伟“出

师不利”，接连遭遇了旱灾和虫害，“再加上滥用化学肥料造成的土壤

板结，种出来的小麦产量低质量差，真的是连年亏损。”

好在一次及时的金融“输血”，改变这样的“恶性循环”。

回忆起 2021 年通过当地县农委接触到上海农商银行农业产业链

金融服务的经历，葛立伟记忆犹新，“真要感谢农业生产的新技术和

上海农商银行的好产品。”他乐呵呵地表示，这条首次申请就带来 80

余万元专项贷款的助农“金链”，不仅帮助他和乡亲们化解了资金不



足的窘境，让大家用上了科学配比的有机肥料，甚至还为他们“串”

起了小麦丰收后的销路。

“当小麦种植户下单购买有机肥产品后，我行就会根据订单金额

和种植亩数等信息迅速为农户独立授信、发放贷款。农户使用有机肥

种植出的小麦还可以直接销售给我们的合作收购方，获得的销售回款

将优先偿还贷款，结余后农户可直接获得收益。”上海农商银行对接

人蔡蓓蓓介绍，这一农业产业链金融服务创新覆盖农户贷款资金使用、

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等各环节，借助上下游交易完整“串”起了种

植户、化肥技术方、银行和收购商，符合条件的种植户仅需通过手机

和身份证即可实现线上“秒批秒贷”。

“有机肥料可以用贷款先行垫付，科学施肥又提高了小麦的产量

和品质，开镰收割后不但不用愁销路，合作收购方的收购价还能比一

般的收购价每斤再高上 5分钱！”葛立伟连连感叹自家小麦的含“金”

量更高了，“以前不懂农业技术，手头也有些紧，现在我和乡亲们一

下有了‘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底气，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

“金链”精准赋能，庄稼拔节生长，农户获利增收。截至 2022

年 5 月末，上海农商银行已为亳州地区 140 多户大农户提供近 1.35

亿元专项贷款，惠及小麦种植面积近 18 万亩，促进小麦种植户增收

约 5000 万元。

“好知产”催熟“甜蜜果”

南汇地处上海市东南部，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当地

出产的水蜜桃色泽红润、皮薄肉厚、甜美多汁，是不可多得的国优名



果。

2021 年 9 月，“南汇水蜜桃”成为上海市唯一入选首批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的地理标志。上海农商银行在得知消息的第一

时间就考虑到了相关联盟和合作社的融资需求，积极突破此前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基本针对科技型企业专利的传统，率先解锁了“地理标志”

在金融领域的“新功能”。

“用合作社自有商标质押增加授信，既没有增加我们的负担，又

解决了燃眉之急。”上海新凤蜜露蔬果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新凤

蜜露”）负责人沈雨城坦言自己就是这一“新功能”的直接受益者。

原来，受近年灾害性天气增多的影响，合作社流动资金短缺、经营压

力加大，但苦于没有增信担保方式，授信额度始终未有增加。正在沈

雨城为资金问题犯难时，上海农商银行新开启的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业

务给了他希望。

在确认新凤蜜露为水蜜桃国家地理标志授权单位后，上海农商银

行采用了以“地理标志”赋能合作社自有商标价值的方式，创新性地

将“南汇水蜜桃”的品牌价值分解至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登记的商

标有权使用人处，根据其实际资金需求和品牌价值可覆盖金额后确定

实际贷款额度，以合作社的自有注册商标为抵押品完成质押登记后，

成功为新凤蜜露发放了贷款。

疫情期间，为助力新凤蜜露顺利完成民生保供任务，该行专属客

户经理“码”上行动，第一时间为合作社开通“鑫农乐贷”抗疫直通

列车，以“零接触”“零担保”“零等待”的方式为新凤蜜露提供 30



万元线上额度，保障企业资金灵活周转。

“有了这样的授信支持，我们会更用心经营自有商标，力争打开

更大市场。” 沈雨城感激地表示，在上海农商银行持续 15 年的金融

扶持下，新凤蜜露的水蜜桃种植规模逐步扩大。而此次上海农商银行

提供的个性化抗疫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抵押模式创新不仅再一次帮

助企业“催熟”了清甜多汁的“致富果”，也进一步盘活了“商标”

及“地理标志”的“无形价值”，为优质农产品及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澎湃新动能。

“诚信村”托起“小康梦”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农民创富路上的“拦路虎”。而对于

金融机构来说，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是其开展乡村金融服务的“卡

脖子”难题。

如何进一步打通乡村振兴路上的融资“堵点”，持续提升“三农”

普惠金融服务质效？上海农商银行重点聚焦特色产业发展融资需求，

积极探索构建“诚信村”评定管理制度与机制。

“我行采用‘一村一品，一村一策’的助村策略，以点带面、全

面排摸，努力实现农村繁荣、农民富裕。”上海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为村民创新提供整村预授信绿色通道、现金分期权益方案、

农产品上行助销、银政平台导流等专项服务，上海农商银行已成功搭

筑整村授信网格化营销机制，打造出上海首批“诚信村”。

在这一特色助村策略的助力下，上海市金山区勇敢村走出了一条



集农业种植、科研生产、乡村旅游为一体的“小康”之路，现已成为

廊下镇重点规划建设的“蘑菇小镇”承载地和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

元村”。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上海农商银行推出的首批“诚信村”主动

授信已惠及村民 18000 余户，村民主动授信 649 人、金额逾 1 亿元。

普惠金融的暖流“贷”来了真金白银，也推动着美丽乡村驶向共同富

裕的“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