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1166

风
雨
历
程
强
国
路

金
融
航
船
党
掌
舵

�� □□编辑//杨青普 □□美编//王雪梅
□□校对//武 强 陈海斌 □□组版//蒋蔚茹

22002211年77月11日 星期四热热热烈烈烈庆庆庆祝祝祝中中中国国国共共共产产产党党党成成成立立立111110000000000周周周年年年

成
就
篇

灌南农商银行

“党建+”奏响海西大地金融最强音

初夏的灌南 ，充满收获的喜悦 。
在这片有着 “海西故国 ”之称的沃

土上，有这样一家优秀的金融企业 ，她
精于创新，勇于担当 ，积极融入灌南经
济发展，与地方经济同频共振 、同舟共
济 ，不断谱写奋勇争先的新篇章 。这 ，
就是灌南农商银行。

自挂牌成立以来，作为灌南县地方
金融的主力军，灌南农商银行同心力行
“改名不改姓、 改制不改向” 的庄严承
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服务经济
发展为己任 ”理念 ，高举旗帜服务 “三
农”、服务小微企业 、服务社区百姓 ，持
续优化信贷结构， 创新产品和服务，为
地方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金融
活水”， 成为助推地方经济稳健快速发
展的强劲“引擎”。

省联社领导赴北陈集镇调研

实抓组织建设
把向有机融合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 党组织是党的全部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围绕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灌南农商银行坚持党建引领全行事业发展，
突出政治功能， 优化组织设置， 理顺隶属关
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党组织覆盖和工作覆
盖， 探索加强组织建设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的新路径。

突出发挥党组织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作用，有效推动经营工作开展，灌南农商银
行重新设立14个党支部， 建立健全 “五型九
同”体系框架，明晰“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廉洁型、效能型”党组织建设要求，以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为引领，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基
础，创新型党组织建设为目标，廉洁型党组织
建设为保障，效能型党组织建设为动力，切实
提高党组织管理与服务的科学化水平。同时，
全面实施党建“九同”工作法，强调把党建与
经营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汇报、同检查、同
督促、同考核、同落实、同表彰以及经营骨干
和党员先锋的同培养， 更有力地促进企业党
建与经营深度融合。

事业成败， 关键在人。 突出优化用人管
理，灌南农商银行组织中层干部竞聘会，选拔
了25名中层正副职干部， 并择期开展中层后
备选拔、李集支行行长竞聘、支行负责人公开
竞聘会等一系列人才选拔工作， 进一步完善
了人才梯队建设，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
的有舞台。

围绕提升团队的核心竞争力， 灌南农商
银行按照“周练、月考、季赛”活动要求，内勤
人员每周在支行集中练技能， 每月在支行模
拟赛技能， 每季在总行举办一次业务技能比
赛，将员工的业务技能成绩同工资挂钩考核，
营造出“比、学、赶、帮、超”的岗位练兵氛围，
为经营工作开新局谋新篇提供了坚强的队伍
保障。

活用共建载体
撬动双赢支点

先进地区和单位的成功经验表明， 结对
共建正在成为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实践探索
的有效平台， 成为与工作经营融合的科学发
展之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 灌南农
商银行突出战略协作、资源共享、依法办事、
互利共赢、注重实效的遵循原则，灵活运用共
建载体， 积极探索党建与经营相结合的特色

发展路径， 推动实现服务地方和自身发展的
双赢。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截至目前，灌南农商
银行党委已先后与灌南县人社局党委、 北陈
集镇党委、孟兴庄镇党委、中国移动灌南分公
司党支部、灌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百
禄镇党委、县人民法院党组等11家政府部门、
乡镇党委及企业开展党建共建合作。其中，与
人社局共同打造的“银社红帆驿站”打通了社
银保障服务老百姓“最后一公里”被评为2020
年度全省农商银行基层党建工作 “十佳创新
案例”。党支部与服务区域内的各级基层党支
部签订了“党建+普惠金融”共建协议，基本在
农区形成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 “多元联
建”良好局面，实现了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
展共商、社会共治的崭新格局。

结对共建的全面铺开， 迅速成为撬动灌
南农商银行和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共赢发展的
新支点。与人社局合作开展社保卡代发业务，
截至5月末，社保卡存款17175.20万元，较年初
增幅36.95%；社保卡代发39110户；其中退休
人员6362户，月代发金额约 1580万元；其中
退休人员6218户，月代发金额约1500万元；与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同推进不动产登记
“一窗办结”项目，抵押登记时限由3个工作日
缩减为即时办结， 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取得
显著成效，截至5月末，灌南农商银行便民服
务中心已累计办理不动产登记3847份， 注销
登记共683份；与中国移动灌南分公司加强联
系交流， 获取了具有一定消费能力及在外务
工人员的相关信息， 与之相关的金融服务举
措也将相继展开； 借鉴灌南县人民法院在党

建方面好的经验做法，不
断提高对相关金融案件的
关注和支持力度；在和全县11
个乡镇的党委以及党组织的联系
上， 紧紧围绕推动乡村振兴和普惠金
融，以阳光信贷“整村授信”一号工程为抓手，
加深授信、扶贫等合作，让“抓党建促发展”理
念生动细化为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行
动。

延伸党建“触角”
迸发奋进合力

“十四五”开局之年，灌南农商银行写下
不辱使命再攀新高的“责任状”：全年各项存
款净增10亿元，全年零售贷款净增6.5亿元，对
公贷款净增1.5亿元，个人贷款客户净增5000
户， 对公贷款客户数60户， 有效授信户净增
8000户。手机银行新增30000户，贷记卡收入
达1000万元；表外不良清降5000万元；2021年
实现各项收入4.4亿元，净利润5200万元。

“至3月末，各项存款（扣除财政性存款）
余额较考核基数净增6.41亿元， 增幅8.38%，
较去年同期多增1.37亿元，增幅上升1.21个百
分点；其中储蓄存款余额净增5.66亿元，增幅
9.18%； 对公存款余额净增0.74亿元， 增幅
4.98%。”面对一季度的“开门红”成绩单，灌南
农商银行董事长王君龙说，“一名党员一面旗
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正是党员走在前当先
锋、支部建得好做阵地，有效激发了全员的战
斗力。”

坚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全行员工政治上再升华、精神上再洗礼、党性
上再锻造的过程，全行广泛开展“百年党史”
经典诵读， 不断加深全体干部员工对党的伟
大历程、思想理论、精神谱系的理解把握；开
展“高举党旗跟党走 开山岛上寻初心”主题
教育活动，深入学习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检
视理想信念； 在硕项湖举办灌南农商银行共
建单位环湖跑邀请赛，与共建单位增进交流。
各支部、部门常态化开展“讲政治、学业务、做
先锋”学习接龙，组织参观县红色文化博物

馆和“学党史、跟党走，青春建功新
时代”、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

等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把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 转化为爱党
敬业、干事创业的源动
力和助推剂。

围绕不断创新信
贷营销方式，灌南农商
银行积极搭建网格化
管理组织架构，精准划
分区域网格， 将每一位
常住人口均纳入网格化

服务体系， 并做好网格的
业务拓展、维护和管理，明确

任务目标、做好顶层设计、强化
网格内的“责任田”意识，对所辖乡

镇、街道、行政村分包责任至客户经理，实
行由支行行长统筹管理、 客户经理分层管理的
模式， 分片落实到每位客户经理， 明确职责分
工，根据实际管辖区域制定工作细则，合理安排
工作目标和任务，通过“扫村扫街扫楼”做实扩
面增户工作，扩大业务的覆盖面和客户群，全力
推动网格化经营和精准营销。

着眼进一步放大阳光信贷“整村授信”成
果，各支行与乡镇、村主要党政人员的沟通，
通过总行和乡镇党委、 支行和村支部的党建
引领， 进一步加深了与乡镇基层党组织互通
互联，以获得乡镇、村党政要员的更大支持，
助推全行金融业务向更广更深方向发展。截
至2021年5月末， 灌南农商银行阳光信贷
11622户，余额9.48亿元。

聚力推动普惠金融新突破， 灌南农商银
行发挥电银渠道作用，抓好存量客户转化，深
耕存量收单商户、房贷和ETC客户，加强分期
产品宣传营销力度，促进潜在客户转化，并组
织形式多样的营销活动，先后开展了“手机银
行开户抽红包”“ETC客户洗车券”等系列优惠
活动。加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有效商户
考核,保障“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机具更新，
将涉农补贴、新农保等收益低、资源占用高的
业务引导到电子银行渠道办理， 分流柜面业
务量。截至2021年5月末，全辖“村村通”商户
168个， 累计实现消费交易20.18万笔， 金额

15215.26万元；取现交易4.51万笔，金额
6881.5万元；转账交易0.57万笔，金

额3608.02万元； 水电费缴费交
易5.58万笔， 金额857.4万元；
消费笔数2.63万笔，3868.34
万元。

岁月无言，奋斗者为
其代言。灌南农商银行坚
持用汗水浇灌收获，用奋
斗诠释担当， 先后荣获
“建设灌南有功单位”、市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推

广先进单位二等奖、 省联社
经营管理目标综合考核优胜

单位一等奖和存贷款增长考核优
胜奖、普惠金融发展考核鼓励奖、风

险控制考核鼓励奖以及全国地方金融二
十四次论坛“十佳支持小微企业银行”等众
多荣誉称号。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站在“两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灌南农商银行将
牢记立足地方、扎根地方、服务地方的职责
使命，赤诚担当，敢想善为，贯彻新发展理
念，开创新发展格局，交出同地方经济高质
发展彼此滋养互相成就的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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