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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东亚文化之都——

泉州，是中国三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之

一、全国 18 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经济

总量连续 15 年居福建省首位。在泉州这片

热土上，泉州本土银行、泉州“金改”的参与

者、推动者、受益者——泉州农商银行，乘泉

州“金改”之势，借监管政策东风，抓住了稍

纵即逝、可遇不可期的历史机遇，围绕“深耕

本土，内修外拓”的战略规划，在实现大泉州

全覆盖的同时，在省内集中连片发起设立村

镇银行，省外挺进长三角、珠三角，一步实现

“六大战略”，得到了各界的肯定和赞赏。

添彩文都建设 传播刺桐文化

2013 年 8 月 26 日，泉州市以其深渊厚重

的历史文化底蕴、鲜明奇特的多元文化大

观、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悠久的历史

文化与日本横滨、韩国光州共同当选为东亚

文化之都，这是多年来泉州在文化领域获得

的首个国际官方认证，让泉州人增强名城意

识，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舞台。

东亚文化之都，让文化根植于城市肌

理，成为生活中呼吸的空气，让传承成为一

种自觉行动，为文化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养

分。泉州农商银行在创立之初就本着高度

的文化自觉性，将千年历史的刺桐文化融入

金融品牌文化，创造了海西金融新品牌——

“刺桐红”，作为该行金融服务品牌的文化符

号和精神图腾，以泉州市市花——刺桐花为

创作元素设计“刺桐红”LOGO，被泉州老艺

术家、《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设计者万维生

先生赞为“绝了”。该行主动出资出力，梳理

刺桐文化，包括刺桐城、刺桐港、刺桐树、刺

桐花、刺桐人等历史资料，编撰《刺桐红画

册》，被鲤城博物馆馆藏；拍摄《又见刺桐红》

品牌宣言视频，以诠释泉州，瞄准东亚，放眼

世界，被泉州广播电视台文化鉴赏片广泛传

播。此外，积极参与东亚文化之都系列活

动，推动《走近泉州》发行、镜头下的泉州摄

影比赛、刺桐花赋书画展、中华闽歌赛、泉州

讲古电视大赛、刺桐红植树节等活动开展，

编印《刺桐红摄影集》、《刺桐红书法集》等作

品；与泉州广播电视台合办经营刺桐红广播

少儿合唱团，邀请著名央视主持人鞠萍担任

艺术顾问，演绎泉州“活化石”闽南语经典歌

曲。该团荣获第七届世界合唱比赛公开赛

金奖、首届青少年合唱比赛金奖，多次代表

泉州赴东南亚进行文化交流，成为泉州一张

文化名片。该行组建“刺桐红艺术团”，培养

文化艺术人才，积极参加各类文化宣传活

动。此外，该行还积极推动泉州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支持领 SHOW 天地创意园区、锦绣

庄民间艺术园建设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

支持弘扬木偶剧、南音等艺术精粹的发展，促

进其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艺术创作

和传播路径的革新，撬动泉州文化产业，把泉

州本土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推向全国乃至世

界。据悉，该行拟以“刺桐”为纽带，聚集刺桐

公园、刺桐饭店、刺桐茗茶等单位和企业，搭

建良好的文化宣传平台，发动社会各界力量，

共建东亚文化之都。

助力泉州金改 反哺实体经济

“泉州农商银行在完成股份制改制后行

驶上快车道之时，泉州‘金改’来了。”泉州农

商银行董事长黄斌说，泉州农商银行的跨越

发展赶上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在他看来，所

谓“金改”，银行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银行

既是参与者和推动者，又要主动成为受益

者，改革银行机构自身，改善本土金融机构

结构，增添发展活力。只有银行资本资金实

力迅速壮大，吸引了人才，注入活力优化基

因，才能更好地反哺服务实体。

“金改”一年里，在更多金融机构加速入

驻泉州之时，泉州农商银行借“金改”东风，在

实现大泉州 7 个县域分支机构全覆盖的同时，

在省内外集中连片发起设立 13 家村镇银行，

一 步 实 现“ 六 大 战

略”。“原来泉州农商

银行只是泉州城区

的银行，通过一年来

的努力，我们有了市

区农商行、县域农商

行，还有闽东的农商

行、闽西的农商行、

省外的农商行。”黄

斌 再 次 强 调，泉 州

“金改”带来的变化

是巨大的。

据 悉 ，泉 州 农

商银行资产总值已

达 160 亿元，是改制

前 的 4 倍 ；各 项 存

款 从 34 亿 元 增 加

到 120 亿元，是改制前的 3.5 倍；各项贷款从

26 亿元增加到 65 亿元，是改制前的 2.5 倍；

财务收入达 8.7 亿元，是改制前的 3.5 倍；3 年

累计缴纳税费 3.2 亿元；服务范围从改制前

的 4 个区扩大到省内 25 个县市区，是改制前

的 6.25 倍，并延伸到长三角、珠三角。为此，

泉州市市长郑新聪专门做出批示：“泉州农

商行自改制以来，各项金融业务实现跨越发

展，并创造性地在省内集中连片发起设立村

镇银行。工作应当予以肯定，成绩应当予以

表扬。希望再接再厉，借力‘金改区’，进一

步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多作贡献。”

为解决农村和小微企业因金融服务不

足导致的融资难问题，泉州农商银行 2012 年

开始部署“扎根工程”，开展农户和小微企业

建档工作。洛江区马甲镇梅岭村是农商行推

进农户信用村建档工作的典型之一。据当地

村民吴先生介绍，梅岭村有 291 户农户，以种

植花卉为全村主要经济来源，年产值达 5000

万。“以前我们只种天竺桂，品种单一，这两年

来村民有了扩大花卉品种的意识，花卉品种

逐渐丰富起来，规模的扩张就需要资金，农商

行给我们带来了‘及时雨’。”吴先生说。泉州

农商银行在梅岭村推行“三大工程”建设，开

展农户建档工作，为梅岭村每户村民登记家

庭情况、收入来源、种植规模等基本信息，加

大信贷投放力度，每户村民授信额度从 3、5

万元提至 10 万元、20 万元。该行还将梅岭村

评为全省农信系统“金牌信用村”，不仅提供

优惠信贷利率、简化贷款流程，还积极引导村

民致富，提高村民人均收入水平。

据悉，金改一年来，该行已为 7.323 万户

农户建档，评定信用户 1597 户，评定金牌信

用村 2 个、信用村 12 个，在泉港、洛江为试点

“人人一个信用村，个个一块自留地”模式，

推行农户贷款“三包一挂”管理，下放 20 万

元以内农户贷款权限，大力开办计生小额贴

息信用贷款，创新诚信计生户信用贷款、计

生联保、“ 公司（基地）+计生户”贷款、“ 能

人+基地+计生户”贷款等信贷扶持模式，对

诚信计生户、计生小额贴息帮扶基地计生户

的计生小额贴息贷款实现免担保全覆盖，提

升涉农贷款的覆盖面。此外，该行作为泉州

“金改”农业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贷款项目承

办行，单列贷款投放规模，为缺乏抵（质）押

物的农户、专业大户、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提供资金支持，2013 年共投放农业风险补

偿专项资金贷款 1867 户金额 1.8309 亿元。

此外，该行具有丰富的农村金融服务

经验和创新团队，创新“刺桐红”系列产品，

分 为“ 红 火 生 意 ”、“ 红 润 生 活 ”、“ 红 利 生

财”、“红兴小微”、“红富三农”五大系列 41

款拳头产品。其中，“刺桐红小微企业无还

本续贷——易续贷”，正常经营的小微企业

贷款到期无需还本，就可以实现续贷，更符

合小微企业资金运营周期特点，更贴近小微

企业的生产周期和信贷需求，极大地降低了

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刺桐红信用卡”具有

“额度循环、全额提现、担保多样、操作方便”

等特点，受到广大客户的欢迎，仅半年共发

行 4883 张授信 9.8744 亿元。该行还以城镇

化发展为契机，再造探索社区银行建设，延

伸社区金融服务，专门设立事业部、小微企

业专营网点、小微企业信贷中心，建立小微

企业重点培育库，两年内实现新增服务千家

小企业的目标，单切信贷资源用于小微企业

贷款投放，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金

融服务。

“金改”启动后，该行为泉州领 SHOW

天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带去了更多金融配

套服务，如给入驻园区的提供“刺桐红厝边

银行”产品，除免手续费、跨行实时到账、结

算便利外，还给园区 40%的商户提供 100 万

元以内的授信服务。创意园区财务总监王

女士举例，园区的一家音乐厅 60%的营业款

是通过 POS 机刷卡消费，商户享受该行厝

边银行免租金免手续费的套餐，大幅度降低

商户的经营成本，还得到了融资服务。目前

领 SHOW 天地现有 267 家企业和上百家商

户入驻并陆续跟该行深入开展业务合作。

跨区经营谋发展 改善经济“微循环”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加大对革命老

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

度。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积极发展村

镇银行，逐步实现县市全覆盖。“金改”启动

以来，泉州农商银行进一步得到监管部门的

政策扶持，银监会先后两次通过了该行发起

设立村镇银行的备案，其中闽东（宁德地区）

革命老区 7 家，闽西北原中央苏区 4 家。集

中连片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使得福建

省人口最少、面积最小、最边穷的柘荣、寿

宁、周宁和屏南这几个国定、省定贫困县也

能有机会尽早实现村镇银行的覆盖，发挥

“大手牵小手”作用，促使十八届三中全会有

关精神在革命老区、中央苏区、贫困地区得

以贯彻落实。此举创新了发起村镇银行的

挂钩方式，为加快推进在老少边穷地区、农

业主产区和小微企业聚集地发起设立村镇

银行提供了可行样板。

福建省省委书记尤权以及宁德市市委

书记廖小军均以批示形式对泉州农商银行集

中连片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做出肯定。福建省

省长苏树林在出席宁德市民营企业创新创业

大会并讲话时说到，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当年

对闽东发展的殷切希望：“既要滴水穿石，又

要跨越发展，多抱几个金娃娃。”泉州农商银

行有信心发挥管理、人才和资源等优势，发挥

刺桐红村镇银行“农村金融毛细血管”造血功

能作用，改善当地国民经济“微循环”。

泉州农商银行诞生在福建最具有经济

活力的地区，有着丰富的农村金融管理经

验,长期致力于“深耕三农、服务小微”，创建

了“刺桐红”金融品牌，荣获泉州市“小微企

业最贴心银行”称号，黄斌董事长被评为“中

国农村金融十大品牌创新人物”。该行主动

走出去、服务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作为集

中连片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统一使用“刺桐

红”品牌，使品牌深入人心，丰富品牌内涵和

产品服务，让群众广泛了解村镇银行的业务

范围、贷款程序、产品服务等，有效解决村镇

银行无品牌、打品牌难的窘境。

此外，该行设立产品总监、技术总监、运

营总监，设置产品研发中心、银行卡中心、软

件开发中心、科技服务中心、金融科技研究

室，建设产品研发精英团队，创新开发“刺桐

红”系列产品，荣获泉州银行业最佳创新产

品，入选中国农村金融十佳创新产品，及时

为 村 镇 银 行 提 供 产 品 设

计和研发支持，因地制宜

开 发 适 合 当 地 经 济 和 区

域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

如刺桐红林权抵押贷款、

村居两委创业贷款、农民

专业合作社贷款、莲农贷

款、笋农贷款、果农贷款、

烟 农 贷 款、稻 农 贷 款、食

用菌贷款、淡水养殖贷款

等，一次授信 3 年，自助循

环 使 用，简 化 贷 款 手 续，

贷款审批更为快捷，提高了放贷效率，有力

支持了当地支柱产业发展。该行还竭力为

村镇银行提供科技支撑，刺桐红村镇银行开

业当天即可实现 ATM、CRS 服务，并成功发

行了“村镇银行与发起行联盟卡”，开通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服务，运用现代金融科技手

段武装村镇银行，此举打破了村镇银行在系

统建设和电子银行业务的瓶颈。

据悉，泉州农商银行在省内发起设立村

镇银行在当地引起极大反响，形成品牌效

应，广泛吸收了民间资本，注册资金加总近

10 亿元，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养殖大户

等民营企业纷纷意向入股。例如，古田刺桐

红村镇银行地处著名的“中国食用菌之都”，

生产了全国 96%的食用菌，注册资金 1 亿元，

非金融企业股东均为当地农业企业、食用菌

产购销大户，充分激发民营企业服务当地经

济的主动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吸

引了当地金融机构高层次人才、同业精英、

业务骨干纷至沓来，短时间内汇聚了来自人

行、银监、政策性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银

行、农信社等机构各类人才加盟管理团队，

员工招聘报考人数超过千人，实现了经营管

理团队和员工队伍本土化。

据了解，建宁刺桐红村镇银行是该行

首家发起设立并开业的村镇银行，仅三个

半月实现各项存款突破 2.5 亿元、各项贷款

1.2 亿元，实现当年盈利佳绩，取得了“三个

第一”：一是全省新一轮村镇银行全覆盖工

程中第一家开业的村镇银行，二是在全省

2013 年开业的村镇银行中存款增量位居第

一，三是各项业务增量在建宁县金融机构

中位居第一。

2014 年是泉州农商银行的“扎根年、转

型年、深化年”，该行将以东亚文化之都、泉

州“金改”为契机，弘扬刺桐文化，不忘支农

支小宗旨，深耕细作提升服务，发挥农村金

融发展主力军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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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村信用村、、镇创建工作推进会暨首批信用村授牌仪式镇创建工作推进会暨首批信用村授牌仪式

刺桐红产品刺桐红产品

古田刺桐红村镇银行开业庆典古田刺桐红村镇银行开业庆典

■ 本报记者 王惠兵 王为民 通讯员 周晓婷

刺桐红产品刺桐红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