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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网点人员网格化进村入户，上

门开展个人信息调查和建档服务；邮储

银行员工审核、放贷。“支局员工就像侦

察兵，支行员工就像尖刀班。”谈起邮银

携手共拓农村市场，运城市盐湖区邮政

分公司副总经理陈巍打了一个形象的比

喻。今年以来，盐湖区分公司累计成功

向 邮 储 银 行 盐 湖 区 支 行 推 荐 客 户 137

户，邮银完成 3 个产业强村的普遍授信、

整村开发，县域“融资 E”贷款净增 611 万

元。

近年来，山西邮银将协同工作作为

“一把手工程”，不断健全协同机制，定期

召 开 会 议 ，共 同 推 动 重 点 工 作 全 面 落

地。各市邮银按照“邮政组织、银行授

信”的思路，挑选参与“整村授信、整村开

发”的行政村名单，推进邮银协同“扫村”

营销、银行整村授信，由邮政开展村内非

信贷类业务，银行评定信用户、开展信贷

业务，实现整村开发；围绕“融资 E”服务

的“五大场景”，共同打造“线上+线下”

的联动营销体系，大力推进主动授信白

名单营销转化，深化“邮政引荐、银行办

理”的协同模式，推动“融资 E”业务发

展；紧跟“一县一业”产业布局，针对县域

特色细分优势产业，定制特色化金融服

务，聚焦优质客群，加快发展服务乡村振

兴 有 特 色 、同 业 竞 争 有 市 场 的 信 贷 产

品……

“邮储银行的‘产业链贷款’就像及

时雨，帮我解决了急需融资的难题。”大

同市云州区家乡好粮农业合作社负责人

杨亚坤说，“黄花的收获期仅为一个月，

集中收购给合作社带来非常大的资金压

力。也就是随口跟邮政员工说了说，没

想到第二天邮储银行员工就上门了。从

提出申请到资金到账，200 万元贷款仅

用了不到 3天。”

解决杨亚坤资金缺口燃眉之急的

“产业链贷款”，是邮储银行云州区支行

针对黄花产业种植、生产加工及物流销

售不同环节的资金需求，提供差异化服

务的信贷产品之一。针对上游种植户提

供“小额信用贷”，满足农户春耕备耕时

购买黄花秧苗、肥料等资金需求；针对中

游加工制作企业提供“农保贷”，满足黄

花加工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资金需求；针对农产品收购企

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提供了单户最

高额度为 300 万元的纯信用贷款，并且

承诺 3天放款的高效率服务。截至 11月

底，云州区支行“产业链贷款”产品放款

额达 7186万元。

“我们的生活中真是处处都有邮政

人来帮助。合作社社员需要农资了，平

台下个单，邮政工作人员就会配送上门；

遇到种植上的问题，邮政会邀请专业人

员开展农技指导。我们还在邮政开设了

对公账户，农产品的销售资金、社员的分

红资金都通过邮政发放，随到随办、随取

随用，可方便啦！”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

社——运城市芮城县绿翠菊花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杨建党说。

在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下沉中，山西

邮银聚焦“五大客群”，持续加大涉农信

贷投放力度。截至 11 月底，累计走访

9.6 万个农民合作社，建成信用村 1.27 万

个，评定信用户 35.83 万户，其中 300 个

村达到“75521”标准；“融资 E”贷款结余

5.06 亿元，本年净增 2.81 亿元，完成年计

划的 136.2%；脱贫人口小额贷累计放款

31.47 亿元，贷款结余 7.37 亿元，结余列

省内国有银行首位；全省 36 个脱贫县各

项贷款年增 15.81 亿元，结余 61.17 亿元，

连续 3年实现正增长。

目前，集团公司考核山西邮银的 19

项协同指标达标率创历史新高，协同战

略绩效得满分，列全国邮政第 1位。

“如今，邮政服务已融入我们村民的

日常生活。”大同市云州区聚乐乡乡长姚

洋说，“今年，邮政为我们乡黄花合作联

社配送了近 35000公斤优质化肥，促进了

黄 花 的 增 产 增 收 ，让 乡 政 府 有 能 力 为

1700 多户脱贫户分红。同时，大同云州

区邮银为 26户脱贫户提供惠农小额信用

贷款 130万元，解决了他们的种植急需资

金。云州区邮政分公司还在全乡所有行

政村及 5个自然村设立了 13个邮政综合

便民服务站，让村民享受到和城里人一

样方便的快递服务。”

清淤点、通堵点、解难点，山西省分

公司着力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加快推进

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推动交邮合

作、邮快合作落地落实，将邮政服务延伸

到了农家院。

“以前，只有通过邮政寄来的包裹在

村里能收到。现在，领取其他快递公司

的包裹也不用坐公交车，跑几公里路到

镇上取了。”阳泉市平定县柏井镇里牌岭

村村民刘金锁说。每天早晨，平定邮政

县级邮件处理中心会将中通、圆通、极兔

等多家民营快递公司的包裹与邮政的包

裹一同发往全县 7 个乡镇的邮政邮件处

理中心，由乡邮员投送到村级邮政快递

便民服务站点，使偏远地区村民也能便

捷地收到民营快递企业的包裹。

3 年来，山西省分公司累计投入 6.88

亿元，用于省、市、县、乡共 130 个处理中

心及共配中心的新建及改造工程，有效

改善了全省寄递物流基础设施。在县及

县以下建设 34 个县级“三合一”中心、26

个乡镇共配中心、1.07 万个村级站点、

4.2 万个自提点（其中自建 1.6 万个）。交

邮合作场地复用由 36 处提升至 541 处，

累计开通交邮联运线路 41 条；邮快合作

建制村覆盖率由 64%提升至 78.34%。

在强化能力建设的同时，山西省分

公司积极探索“网点+站点”模式，通过

不断叠加服务功能，调动店主的积极性，

让站点成为网点服务不断延伸的触角。

在晋中市平遥县古陶镇东城村的馨月

邮政便民服务站内，不断有顾客进入便民

站购买商品或寄、取包裹。“邮政给我的店

带来了人气。”服务站负责人张晓东在村里

经营百货商店，多年来生意一直不温不

火。加盟邮政便民服务站后，包裹代收代

投业务、进销存系统、商户收单、积分兑换、

站点转介客户、批销大单品……不断有新

的邮政业务叠加到小店，也引来了客流量，

带动商品销售额“水涨船高”。和张晓东一

样借助便民服务站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的，还有运城市永济市张营镇康蜀村邮政

综合便民服务站负责人李东红。他利用

“邮掌柜”系统经营批销业务。每天，李东

红将生活用品购买链接发送到村民微信群

里。只要村民点击下单，就能享受到送货

上门的购物便利。今年，李东红的站点累

计代收代投邮件1.7万件，批销大单品5万

余元，成为全村最火的一家商超。

把村民的事儿装在心里，实实在在

地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企业也会

得到农民最朴实的回报。截至 11 月底，

山西省分公司实现快递进村业务量 1.71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51.32% ；收 寄 农 产 品

4880 万件，形成收入 1.74 亿元，同比增

长 32.28%。同时，通过推进“ 社区+社

群”“网点+站点”模式，获客引流 45.8 万

人次，带动存款余额新增 21 亿元，转介

AUM18.20亿元，寄递增收 1352万元。

“农村市场是山西邮政改革与发展

的‘压舱石’。”山西省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孙洪均说，“倾心倾力解决好困扰

农业、农村、农民的融资难、销售难、物流

难等问题，也同步提升了企业的农村寄

递物流服务保障能力、数智化综合服务

能力、农业重点产业协同服务能力、邮政

惠农数据整合服务能力。山西邮政有责

任、有能力、有信心承载起更多的使命和

重任，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中，让山西邮

政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搭上中国邮政这列‘快车’，我们从收购商到农民合作社，再发展到深加工企业，快速发展

的每一步都有邮政相伴。”12月 19日，山西省大同市黄花坊城产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樊

帅说，“遇到资金困难，邮政解决贷款；遇到销售困难，邮政提供渠道。邮政还能提供仓储、物流等寄递

服务……与邮政结缘，让我们企业带动着周边的村民，走上了越来越宽广的增收致富路。”

近年来，山西省邮政分公司围绕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主线，以解决“三难”为切入口，充分发挥自身

资源和网络优势，紧扣农业“特”“优”特色，以“五大定位”为引领，全面落实“六大抓手”，逐步形成“农民

获利、消费者获益、政府获赞、平台获流、邮政获客”的邮政特色惠农协同生态模式。

□本报记者 武亚亮 文/图

本期关注：山西省分公司扎实推进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大协同 资金短缺不再是头疼事儿

“我家的小米地就在咱邮政农品基

地，小米的收购价格比市场上高，每亩地

能增收 400 多块钱。我家的日子越过越

好啦！”长治市武乡县上司乡韩庄村赵昌

田老人乐呵呵地说。

长治市邮政分公司积极打

造“原汁原味原产地、绿色安

全可追溯”的邮政农品品

牌，与武乡县老家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合

作，共同搭建起农

产品进城销售新

渠道，带动了 700

多农户增收致富。

“有了邮政销

售 渠 道 的 助 力 ，我

们更有信心扩大生产

规模啦。”武乡县老家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挺

说，“如今，我们公司引进了年生产能力 1

万吨的自动化生产线。通过对小米精细

化加工，不仅提升了武乡小米的品质，也

有了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种植户小米的

能力。”据统计，两年来，武乡小米通过邮

政电商平台销售近 5 万件，“线上+线下”

渠道累计销售达 500万元。

近年来，山西省分公司立足地方特

色农业产业，培育了吉县苹果、隰县玉露

香梨、运城面粉、清徐蔬菜等 6 个全国级

邮政农品基地和大同黄花、忻州杂粮、右

玉羊肉、平遥牛肉等 16 个区域级邮政农

品基地，提供“信贷+销售+寄递”一揽子

解决方案，搭建起“源头直采、链式开发、

全渠道销售”供应链。目前，运城面粉、

清徐蔬菜基地交易额均突破 1000万元。

太原市清徐县是全国最大的食醋生

产基地，已形成六大系列 200 多个品种，

辐射提供近 10 万个就业岗位。电商平

台的快速发展，也为陈醋产业找到一条

新的销路。清徐县邮政分公司建成了集

邮件处理、电商仓配、揽投于一体的物流

寄 递 共 配 中 心 ，帮 助 醋 企 降 低 物 流 成

本。目前，清徐县 41 家大中型醋企中的

33 家与邮政签订了寄递合同。“共配中

心服务众多醋企的效果非常明显。日均

寄发量有 7000 多件，最多的一天寄发量

达 3 万多件。”清徐县分公司总经理史建

磊说。

“我家种的香梨进入产果期，今年

收获 10000 多斤。邮政渠道帮我销售的

就有 5000 斤。”临汾市汾西县谷干角村

村民杨红亮算了一笔账，“总收入要比

以前种玉米多 3 万多元哩。通过邮政

销售的价格要比果贩的高很多。明年

要 学 学 网 上 直 播 售 梨 ，都 让 邮 政 帮 我

寄。”汾西县邮政分公司组织各金融网

点开展网络沙龙、邮乐购、社区团购、节

日营销等活动，帮助果农、农民合作社

售梨。“今年中秋节，帮助合作社销售玉

露香梨共计 16 万余元。”汾西县分公司

副总经理卫文静说。

各市级分公司立足拓宽渠道，搭建

可持续的农品销售平台，同时也想尽一

切办法解农民的燃眉之急。

“感谢邮政帮我们，不然 3 万多斤大

白菜就烂在地里了。”晋中市榆次区东阳

镇下丁里村村委会主任常晓明代表村民

表达着感激之情。东阳镇是无公害蔬菜

生产基地，长势喜人的大白菜却面临滞

销，让常晓明和村民们倍感无奈。

不能让农民增产不增收。晋中市

邮政分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组织十几

辆邮车开进了菜地，将 3 万多斤大白菜

运往全市 98 个邮政代理金融网点。同

时，以“社区团购+网点自提”的方式，

上架“邮乐优鲜”社区团购平台，并组织

各网点通过社区团购微信群、员工微信

朋 友 圈 开 展 宣 传 ，确 保 了 大 白 菜 的 销

售。

截至 11 月底，山西省分公司实现农

产品上行商流交易额 2.16 亿元，同比增

长 32.71%。

拓渠道 农品销售不再是烦心事儿

强能力 快递进村不再是劳心事儿

山 西 邮 政 直 播

带货，助特色农品

畅销全国。

搭建农品上行快速通道，

助农过上好日子。

“网点+站点”把邮政服务延伸到偏远山村。

邮车宣传入村邮车宣传入村，，满足农民需求满足农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