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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金融力量
实干实绩彰显金融担当
——市金融办公室2022年工作综述

笃行实干践初心，实干实绩显担当。
2022年，市金融办公室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金融工作部署，扎实推进服务实体经
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创优金融
发展环境，全力推动主要经济指标“争先进
位”，金融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态
势，为促进吕梁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提
供了有力支撑。

交口县韦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建香菇种植基地，预计年产

香菇菌棒 2000万棒，总产量可达 20000吨（鲜品），可加工干香菇、鲜菇、

香菇酱等产品。交口联社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快捷服务，2018年 5月

8日贷款 490万元，2020年 4月 30日增加授信，又贷款金额 500万元。通

过交口联社绿色贷款支持，目前，该企业将成为全县的香菇产业龙头企

业，引领交口县绿色农业产业发展。

2022 年，市金融办以促进吕梁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为工作目

标，协调各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实体资金支持力度，有力促进全市经

济平稳增长。联合人行、银保监局建立金融工作联席制度，强化监管

部门和金融机构沟通对接，形成推动金融政策落实的工作合力。建立

信贷指标调度机制，聚焦主要经济指标“争先进位”，制定经济指标提

质增效工作方案，联合人行吕梁中心支行出台《金融支持吕梁经济稳

定增长的实施意见》，并将年度新增贷款任务分解落实到驻市 13家金

融机构，督促各金融机关细化逐月投放进度，建立台账、狠抓落实。建

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每月定期印发《吕梁金融要情》，对各金融机构

“贷款较年初增量、贷款同比增速、存贷比、存贷比较年初增长”等 4项

指标情况进行一条龙排队，并通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各县（市、区）党委、

政府，在全市金融系统营造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

全市 2022 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85.1 亿元，同比增长 10%，增速排

名全省第 1，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保障。

全市金融业总体运行持续平稳向好，风险可控，资金投放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截至 12 月末，全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569.53 亿元，较年初新增贷款 197.54 亿元，增长 114.4%；不良贷款率

4.42%，比年初下降 0.98个百分点。

抓政策落实 推动经济提质增效

柳林县城建公交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是按照国家关于“城市公交优

先发展、绿色先行”发展理念成立的一家公交公司。柳林县联社通过

绿色信贷，于 2月 25日为该企业贷款 1500万元，支持该企业更新新能

源汽车及汽车充电系统及设备、新能源管理系统及设备，发展绿色交

通事业。

兴县政府信息和金融服务中心积极协调县财政局，筹集规模不低

于 2000万元的企业资金链应急转贷资金，为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转

贷续贷服务，促成兴县农商行为康宁镇兴茂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发放

290万元生猪养殖贷款。2022年共有百余家养殖企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在金融部门的倾心帮扶和推动下，获得了银行信贷支持，企业实现

了稳定健康发展。

面对疫情连续多点爆发，经济运行环境复杂，市金融办主动应对，

靠前发力，多措并举破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增强了金融对经济大

盘的支撑。

组织银行机构开展“千名行长结对子”活动，印发《吕梁市金融助

企纾困政策及普惠金融产品指引》，方便市场主体及时了解、查询各类

信贷产品。

加强政银企对接，吕梁农信与市乡村振兴局签约《乡村振兴战略

合作协议》，制定了《吕梁市乡村振兴局、吕梁市农村信用社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联合考评实施方案》，推出了助力乡村振兴“百行进万村、争

创主办行”活动。吕梁农商行、柳林农商行、岚县农商行、临县联社、石

楼联社分别从“信用村”建设、“党建+金融”“脱贫小额信贷投放”、改善

农村金融支付环境、“整村授信”等方面支持乡村振兴工作。市金融办

建立健全月通报、季调度工作机制，全市 202 个签约项目，签约金额

181.83亿元。已授信落地 182个，实际到位资金 96亿元。

发挥应急转贷资金作用。全市企业资金链应急转贷资金规模 2亿

元，累计提供转贷业务 361笔、续贷资金 29.98亿元，2022年办理续贷业

务 63笔 4.99亿元。

发挥地方金融类公司融资补充作用。截至 12月末，全市 37 家小

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 21.45亿元；全市 22户典当行典当余额 1.71亿元；

全市 2 户融资担保公司（吕梁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交口道尔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担保余额 7.36亿元，担保 220户。

抓信贷投放 服务实体经济精准有力

深入贯彻落实省政府企业上市“倍增计划”，以省定汾阳、文水、交

城、孝义、离石 5个试点县域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实施资本市场

县域工程，稳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年初，将推动企业上市工作

纳入市对县目标责任考核范畴，并将 15 户上市挂牌任务分解到各县

（市、区），建立工作台账，强化考核调度。全面启用“山西省企业上市培

育信息系统”，入库企业 82户，实现了企业入库申报、信息更新、动态调整

的线上办理，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协调中信银行、交

通银行、农信社、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金兰化工、庞泉重型机械制造等

14户上市后备资源库企业融资 11637万元。申请市财政专项资金，对 2
户新三板企业和 37户晋兴板企业发放奖励资金 940万元，切实减轻企业

上市负担。组织召开全市企业上市推进会议，对 89户拟上市企业开展

资本市场知识培训。邀请山西证券、兴业证券等券商深入企业一线，对

拟上市企业提供“一对一”现场诊断和精准化指导，助力企业进军资本市

场。

采取务实有效的举措，配套出台切实可行的鼓励、奖励政策，对积

极筹备上市企业进行表彰奖励。奖励山西建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粮缘金土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37 户晋兴板挂牌企业每户 20 万

元，山西星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户

新三板挂牌企业，每户 100万元，共计 940万元。

建立县级后备资源库，筛选优质企业作为上市后备企业、新三板

挂牌企业进行重点跟踪、重点培育；充分发挥绿色通道作用，对企业上

市过程中遇到的税务、土地、环保等各种困难和问题千方百计帮助协

调解决，加强横向纵向联动，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我市资本市场发展。

2022年，全市累计新增企业挂牌 28户，吕梁市金兰化工、华鑫肥业

2 户企业顺利通过山西省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企业上市进入“快车

道”。山西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 213家，其中，晋兴板 53家，培育

板 8家，展示板 152家。

抓企业上市 资本市场扩容富有成效

2022年，市金融办协调各金融机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积

极创新金融产品，引导和督促驻市金融机构陆续推出了“大象贷”“再贷

款+保单+活体抵押”“惠农贷”“畜牧活体贷”“小额信用贷款”等一系列

接地气的金融新产品，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2022年 8月 10日，农业银行吕梁分行联合文水县政府山西易销牛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文水支行举行首批“智慧畜牧贷”投放仪式。首批

“智慧畜牧贷”准入了 10家经营主体，预授信 1360万元，并完成了首笔

110万元贷款发放。

各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优化金融服务流程，进一步激

发市场活力。临县联社出支农牌、走支农路、创支农招，在文峰苑、晋泰

小区、万安花园等全县 18个异地移民搬迁“新市民”集群社区，建立金

融综合服务站，为 1.3 万户 4 万“新市民”的社区金融产品服务迭代升

级，提供优质、便捷的农村金融服务。

2022 年，市金融办联合市财政局制定印发《吕梁市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补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吕梁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资本金补充资金管理办法》，全力保障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

健康发展。市县财政出资 3.7亿元，省再担保集团出资 0.3亿元，注册成立了资本金为 4亿元的吕梁市融资担保公

司，累计为 165户市场主体提供担保 5.35亿元。

2022年 8月 12日，汾阳农商行与吕梁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合作成功为汾阳市某运输公司办理一笔 500万元的

贷款业务及时解决了制约企业发展瓶颈的资金难题。汾阳农商行积极创新贷款模式，主动与吕梁市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沟通对接，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了担保业务合作关系，双方初步合作总额度 2亿元，单户贷款额度最

高为 1000万元，授信对象为实体经营主体的法人和个人客户。

截至 12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549.83亿元，较年初增加 210.63亿元，增速 62.10%。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 170.01亿元，较年初增加 44.07亿元，增速 34.99%。

抓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市金融办与人行联合印发金融支持市场主体倍增意

见，梳理了15方面45项政策清单，并建立“单月会商、双月研

判、季度调度”工作机制，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肯

定。落实省金融办工作安排，建立无贷户“两张名单”，累计

收集汇总全市存量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31.9万户。

兴县政府信息和金融服务中心主动与县人行、银监

办和各银行机构对接，全面梳理当前影响县内科创企业

信贷获得效率的原因，督促辖区金融机构强化服务理念，

依法优化简化信贷办理流程，大力推动集成办理，减少企

业特别是科创企业“来回跑”“多处跑”的频率，在县首贷

服务中心设立专门的科创企业服务通道，疏通科创企业

信贷获得过程中的难点和堵点，稳步实现全方位优化、全

流程提速，确保科创企业获得信贷便利度稳步提升。

交城新开路支行在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中，急政府

之所急，纾企业之所困，解客户之所需，努力打通普惠金

融“最后一公里”，成立“张富清金融服务队”，由行长亲

自带队，深入企业实地调研，为小微企业定制信贷扶持

方案，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共授信普惠贷款余额

4286万元，较年初新增 2258万元，本年新拓客 200户，周

均拓客 5.41户。一位餐饮行业的刘先生在获得建行 20
万元的资金支持之后，激动地说：“这样想人所想、急人

所急的银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2022年，各金融机关拓展首贷户 4953户，贷款金额

10.12亿元。

抓市场主体倍增 金融资源聚集成果丰硕

2022年 9月 28日，市金融办召开全市地方金融领域

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推进会暨小额贷款公司专项

整治动员部署会，对金融放贷领域小额贷款公司专项整

治。

2022年，市金融办始终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放

在重要位置，重点对从事投资理财、财富管理、金融服

务、养老领域等机构开展现场检查，共排查养老领域线

索 218 条、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 75 家、监测负面舆情信

息 18条。以“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6月防范和处

置非法集资宣传月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金融

知识宣传活动，印发“吕梁市防范养老领域非法集资倡

议书”，宣传覆盖群众 30 万余人次，“七进”活动收效明

显。在微信公众号《吕梁金融》开设专栏，连续刊发“吕

梁市养老领域非法集资典型案例”。

规范地方金融机构监管，上线运行地方金融监管监

测系统，完成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的分类评级，

开展地方金融监管领域扫黑除恶，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严防小额信贷逾期风险，成立脱贫

人口小额信贷工作专班，制定整改方案，召开工作推进

会，按旬调度投放率、户贷率、逾期率等“三项指标”，推

动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到位。截至 12月末，全市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投放额 11.77 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

111%，户贷率 11.68%，逾期率 0.02%。

推动农信社改革化险，印发《吕梁市高风险金融机

构风险化解处置责任清单》，以 4家高风险社为重点，明

确了 13 个部门 31 项工作责任，协同推动风险化解。牵

头拟定了高风险农信社改制化险方案和稳发资金管理

办法，通过申请省稳发资金、政府引导、市场化募集资金

等方式，处置高风险社不良资产，提高其资产质量和风

险防范能力。临县联社取得批筹、召开筹备会；中阳联

社脱离高风险社。组织开展地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清

收行动，持续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提质增效。

抓风险防范 金融发展生态安全稳健

市金融办积极协调各金融机构推进党建与业务融

合，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作为一项最重要政治任

务，制定工作方案，进一步激发机关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的工作热情、坚定金融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初心使命。

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组织召开支部党员大

会 12次，党课 2次，主题党日 15次，用党的知识、政策法

规和专业知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印发了《清廉机关

建设工作方案》《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责任

清单》《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关于常

态化开展不想腐思想教育的实施方案》《关于加强机关

党建工作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文件，建立“同心向党、

融金惠吕”党建品牌，成立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振机关干部“精气神”。

加大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力度，印发《进一步做好创建

省级文明城市的通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迎检工作方案》，召

开金融系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推进会，组织驻市13家金融机

构实地观摩示范点位，充分发挥示范点位典型引领作用，在全

市金融系统中营造了浓厚的比学赶超创建氛围。同时，坚持

“平时”与“评时”相统一工作原则，从银行从业人员文明素养

和规范服务入手，建立健全文明创建长效机制，持续推动文明

理念入心、文明服务暖心，督促和引导金融机构主动担当社会

责任，对标标杆点位，持续推动创建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抓党建与业务融合 践行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初心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