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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赋能 激活新质生产力强引擎

在晋商故里晋中，一场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正悄然
改写区域经济发展图景。作为服务地方科创的“金融主力
军”，农行山西晋中分行以“科技金融”为突破口，通过设立
特色机构、创新专属产品、精准对接需求，为晋中国家农高
区（山西农谷）及全市科技型企业注入“金融活水”，点燃科
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设立全市首家科技特色支行，构建科技金融服务新
生态。2024 年，农行山西晋中分行在太谷区落下关键一
子——全市首家“科技金融特色支行”正式运营，标志着该行
从“传统金融服务商”向“科技金融生态构建者”的角色转
型。支行以“专属机构+特色产品+精准服务”为核心，聚焦
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谷）这一国家级农业科技创新高地，
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不仅是
提供贷款，更是搭建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支行负责人表
示，通过与农高区管委会、科研院校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支
行精准捕捉企业需求，实现金融服务与科技创新的“同频共
振”。成立至今，支行已累计对接农高区企业50余家，促成
融资合作19项，成为区域科技金融服务的“桥头堡”。

精准滴灌农业科技，破解成果转化资金瓶颈。作为全
国九大农高区之一，晋中国家农高区承担着农业科技创新
与成果转化的重任。然而，科技研发的高投入、长周期特
性，让金融服务不可或缺。农行山西晋中分行靶向施策，运
用总行专项产品“农业园区科企贷”，为山西晋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等企业送上“及时雨”。“这笔资金让我们的科研成
果转化周期大大缩短。”晋农生物负责人感慨道。据统计，
2025年一季度，该行向农高区企业发放科技类贷款超 1亿
元，支持了 14 个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推动“实验室成
果”加速走向“田间地头”。

创新产品矩阵，破解科技企业融资短板。针对科技型
中小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缺抵押”的共性难题，农行山西
晋中分行跳出传统信贷思维，推出“科技 e贷”纯信用产品，
将企业专利数量、研发投入、技术团队等“软资产”转化为融
资“硬通货”。通过接入税务、知识产权、征信等大数据，该
行搭建智能风控模型，实现“线上申请、自动授信、随借随
还”，最快 24小时内完成放款，精准匹配企业“短、小、频、
急”的资金需求。山西天一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便是受
益者之一。这家是拥有多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凭借
技术创新能力获得 900 万元授信，较传统融资流程提速
60%。数据显示，截至 2025年 3月末，“科技 e贷”已服务全
市5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投放贷款3.56亿元。

数据见证成效，绘就产业升级新图景。科技金融的持
续赋能，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截至 2025年 3月
末，农行山西晋中分行制造业贷款余额达 19.88亿元，其中
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 4.68亿元，较年初增长 50.37%，远高
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在企业覆盖率上，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合作率达 81.82%，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合作率
达 63.41%，实现了对优质科创企业的深度渗透。“我们正
探索‘科技金融+产业链’模式，围绕我市重点产业，提供

‘研发—中试—量产’全链条融资支持。”农行山西晋中分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田间地头的农业科技到实验室里的“卡脖子”技术，
农行山西晋中分行的实践印证了金融与科技的协同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浪潮中，农行山西晋中分行正以改
革创新的勇气，书写科技金融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绿色金融助力 绘就低碳转型发展新画卷

在“双碳”目标的时代号角下，三晋大地涌动着绿色发
展的澎湃动能。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金融主力军，农行山
西晋中分行以绿色金融为画笔，深耕清洁能源、传统产业升
级、生态保护等领域，为晋中市低碳转型勾勒出一幅“产业
绿、生态美、动能足”的新画卷。

顶层设计破题，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2024年，该
行将“绿色金融委员会”升级为“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委员
会”，将绿色信贷纳入“一把手工程”，从制度层面确立“优先
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投放”的“三优”原则，为绿色项目开辟

“金融快车道”。截至 2025年 3月末，该行绿色信贷余额达
106.26亿元，较年初增长20.76%，增速高于全行平均贷款增
速 15.4个百分点。“我们建立了绿色项目库，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确保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该行相关
负责人介绍。

传统产业“含绿量”变“含金量”。曾几何时，传统煤电、
焦化等产业因高能耗、高排放被贴上碳排放“大户”的标
签。农行山西晋中分行立足绿色金融发展理念，以金融杠
杆撬动传统产业转型，推动“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
让传统产业的“含绿量”转化为市场竞争的“含金量”。该行
向左权华能煤电投放了 5.35亿元贷款，并进一步延伸金融
服务链条，重点支持其关联企业华能晋中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左权县政府合作打造的“华能左权风光水火储氢综合能
源基地项目”，提供12亿元综合授信，累计发放贷款3亿余
元。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可节约标煤超100万吨，有
效缓解区域能源结构压力，助力实现碳减排目标。“传统产
业不是落后产能，而是绿色转型的主阵地。”自 2024 年以
来，该行已成功助力4家传统企业完成绿色改造项目，推动
企业生产标准显著提升。

清洁能源“风光”无限，能源结构加速蝶变。驱车晋中
市东山片区，漫山遍野的风力发电机与光伏板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这些“绿色发电站”的背后，离不开农行山西晋中
分行的持续赋能：为昔阳和左权光伏电站项目投放 8.1亿
元、为和顺与寿阳风电项目提供12.5亿元融资、为榆次光伏
和风电项目投放6.4亿元，推动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
提升至 57%，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7 个百分点。从“绿色金
融”到“低碳生态”，从传统煤电的“减法”到清洁能源的“加
法”，从资金支持的“输血”到机制创新的“造血”，当金融“活
水”持续滋养绿色产业，晋中这座资源型城市正以低碳转型
为支点，撬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

普惠金融滴灌 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在晋商故里的街巷阡陌间，小微企业的算盘声与田间
地头的耕耘声交织成发展的协奏曲。作为服务地方民生的
金融主力军，农行山西晋中分行以“精准滴灌”为要诀，通过
创新产品、下沉服务、科技赋能，让金融活水浸润小微企业
和“三农”领域的每一个发展细胞。

千企万户大走访，破解小微融资“急难愁盼”。小微企
业是经济的“神经末梢”，却常因缺乏抵押、信息不对称面临
融资困境。农行山西晋中分行启动“千企万户大走访”专项
行动，组织 200余名客户经理深入工业园区、专业市场、乡
镇集市，累计走访企业2219户，用脚步丈量需求，以数据精
准画像。截至2025年3月末，该行普惠贷款余额达62.14亿
元，惠及超1.22万户市场主体，让“金融甘露”直达实体经济

“毛细血管”。在平遥牛肉产业集聚区，农行平遥支行“三
农”团队蹲点调研后，结合企业品牌价值、订单量等软信息，
向老字号企业“宝聚源”授信 990万元，助力非遗技艺与现
代工艺融合。“这笔资金让我们的自动化卤制生产线提前投
产，产能显著提升。”企业负责人抚摸着新设备感慨。数据
显示，该行已向“平遥牛肉”专业镇发放贷款 4833万元，支
持2家老字号企业，带动周边67户养殖户增收。

科技赋能“三农”，从“田间”到“舌尖”的数字金融革
命。乡村振兴，产业为先。农行山西晋中分行瞄准“三农”
领域特色产业，以科技破解融资瓶颈。在寿阳县设施农业
大棚里，农户李大叔盯着手机屏幕查看蔬菜长势，而他的

“惠农 e 贷”申请已通过大数据系统自动审批。该行依托

“惠农 e贷”产品，构建“线上+线下”立体服务网络，农户贷
款余额达 33.39亿元，年增长 25.24%。最引人注目的是“智
慧畜牧贷”的创新实践。针对传统畜牧养殖“活体抵押难”
问题，该行联合科技公司为每头肉牛植入电子耳标、佩戴智
能项圈，实时采集体温、运动轨迹、进食量等 18项数据，构
建“数字畜牧”档案，将“活物”转化为可评估的“信用资
产”。和丰养殖专业合作社邓春霜对此深有体会：“4200头
肉牛靠‘数字身份证’拿到 780万元贷款，扩建的标准化牛
棚用上了自动喂料系统，养殖成活率提升12%，饲料成本降
了15%。”截至目前，该产品已在晋中11个县（区、市）推广，
破解了困扰畜牧行业多年的融资桎梏。

消费复苏添动力，激活城乡市场“一池春水”。在榆次
区的家电卖场里，市民王女士用农行信用卡分期购买了一
套智能家电：“手续费低，还能参加满减活动，相当于省了好
几百元。”这是农行山西晋中分行助力消费复苏的缩影。该
行推出“消费贷”“信用卡分期”等，针对新市民、返乡创业者
等群体提供利率优惠，截至2025年3月末，该行个人消费贷
款较年初增加 1.12亿元，信用卡消费总额达 15.42亿元，带
动餐饮、文旅、家装等消费场景回暖。在和顺县太行龙口景
区，农家乐老板赵大哥的收款码每天叮咚作响。农行山西
晋中分行将“聚合支付”服务嵌入乡村旅游产业链，为景区
商户提供“聚合码”收款、经营数据分析等增值服务，助力

“后备箱经济”“民宿经济”茁壮成长。“现在游客扫码付款方
便，还能实时查看营收报表。”赵大哥的笑脸正是普惠金融
赋能消费市场的生动注脚。

从平遥古城的老字号到太行山区的农家乐，从智能大
棚的新农民到城市商圈的创业者，农行山西晋中分行的普
惠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金融的价值，在于让每个市场主体
都能获得成长的机会。截至目前，该行小微企业贷款客户
数较三年前增长翻倍，县域贷款占比提升至65%，真正成为
服务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和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

适老服务升级 让银龄生活更从容

在晋中市榆次区蕴华街的农行网点，68岁的王大爷熟
练地按下ATM机上的“取现”，现金随即弹出。这个细节，

正是农行山西晋中分行构建适老服务体系的缩影。在老龄
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该行以“金融适老”为切入点，从网
点改造、产品创新到知识普及，打造有温度的服务生态，让
银发群体在数字时代更加感受到金融的温暖与守护。

网点变身“银发驿站”，圈住幸福晚年。走进农行山西
晋中分行网点，“适老”元素随处可见，入口处的无障碍通道
坡度小于 15度，配备扶手和呼叫铃；现金柜台高度降至 85
厘米，方便坐着轮椅的老人交流；等候区的爱心座椅设置防
滑坐垫，旁边的茶几上永远备着温热的茶。最引人注目的
是智能设备上的“关怀模式”——自助终端屏幕字体放大
30%，点击后语音同步播报步骤。“以前来银行总怕按错键，
现在有工作人员手把手教，心里踏实多了。”在太谷区明星
支行，刚取完养老金的李大妈介绍，从进门引导到业务办
理，每个环节都有“银发专员”全程陪同。该行在全市45个
网点设立“老年服务专柜”，配备老花镜、放大镜、急救箱等
20余项适老设施，打造“养老金融服务圈”。

产品创新适配“夕阳需求”，守护养老钱袋。在农行平
遥支行的“养老金融专区”，客户经理正在为老年客户讲解

“农银顺心”专属理财：“这款产品费率较低，收益可观，适合
长期投资，特别适合稳健型客户。”针对老年群体风险偏好，
农行山西晋中分行推出“阶梯式”养老产品矩阵，低风险的
储蓄产品满足保本需求，“养老”基金适配长期养老规划，保
险产品覆盖家庭风险保障，形成“储蓄+投资+保障”的全周
期服务。在政策层面，该行积极响应个人养老金制度，为
7.58万户个人客户开立养老金账户，提供账户管理、产品选
购、税收优惠测算等“一站式”服务；为 44户单位提供了团
体养老托管服务，为70户企业提供了年金受托服务。

知识普及筑牢“防骗盾牌”，守护银发群体。“大爷，凡是
说您中奖了要先交手续费的，都是诈骗！”在榆次区经纬小
区的“老年防骗课堂”上，客户经理小闫正在演示常见诈骗
套路。农行山西晋中分行还经常组织“金融轻骑兵”走进社
区、养老院，通过情景剧、案例剖析等形式，讲解虚假理财、
保健品诈骗、冒充亲友借钱等陷阱。2024年以来，累计开
展活动 120场，覆盖 2.3万人次，成功拦截诈骗风险事件 12
起，为客户挽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

从网点里的“一键取现”到社区里的“防骗课堂”，从定
制化的养老理财到有温度的陪伴服务，农行山西晋中分行
正用实际行动证明：当金融服务真正贴近老年群体的需求
时，就能成为守护银龄幸福的坚实后盾。

数字金融普惠 开启智慧生活新篇章

在晋中市榆次区的一家社区超市里，65岁的李阿姨熟
练地打开农行手机APP，扫码支付后笑着说：“现在缴水电
费，甚至买菜都能用掌银搞定，比年轻人还顺手！”这一幕，
正是农行山西晋中分行以数字金融重构城市生活场景的生
动写照。在数字化浪潮中，该行以“科技+场景”双轮驱动，
构建起覆盖民生、校园、乡村、物业的智慧生态，让金融服务
如空气般融入百姓生活，开启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的便捷时代。

掌银生态编织“城市服务网”，59.6万用户的智慧生活
图鉴。打开农行个人掌银APP，190个高频场景正在潜移
默化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从校园缴费到党费缴纳……这些
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功能，正通过农行的数字基建实现

“一键通达”。截至 2025年 3月末，该行掌银月活跃用户突
破 59.6万户。在太原师范学院，“智慧校园”系统成为师生
生活的“数字管家”：学生通过掌银完成宿舍缴费、图书馆预
约、校园卡充值，教师实现工资查询、科研经费管理、线上报
销。“过去缴学费要排队半小时，现在手机上 3分钟搞定。”
大二学生王同学展示着手机里的校园专属界面。该系统上
线以来，已服务 2万余名师生，校园管理效率提升 40%，成
为数字校园建设的“样板”。

数字基建筑牢“乡村振兴底座”，4.4万户农户的数字化
蝶变。在寿阳县平头镇的田间地头，村民李大叔通过掌银

“农银惠农云”平台，将贷款需求直接推送给农行。该行以
“金融科技+乡村治理”为抓手，完成全市 1939个行政村、
4.4万户农户的信息建档，农户仅凭信用即可申请“惠农 e
贷”，最快 30分钟到账，2024年以来，累计投放农户贷款超
33.4亿元。更深远的改变发生在乡村治理层面。在太谷区
范村镇闫村，“农银惠农云”平台整合了“党建+信用村”模
式。“以前缴党费要跑村委会，现在手机上就能缴。”村干部
表示，平台上线后，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智慧物业开启“智治时代”，全省物管平台落地晋中。
2025年3月18日，一场特殊的培训会在晋中市召开——全
省首个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标志着山西物业
治理迈入“数字孪生”时代。该平台由农行山西晋中分行、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移动公司联手打造，依托 5G、云计
算、GIS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物业投诉“一键上报”、维修资
金“线上审批”、物业费“无感支付”。作为平台的金融服务
商，农行为物业公司提供账户托管、资金监管等服务。“科技
赋能让物业管理从‘粗放式’转向‘精细化’，我们正在试点

‘物业+养老’‘物业+商圈’场景，未来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更多元的服务。”该行网络金融部负责人展望道。

从科技创新的“试验田”到绿色转型的“主战场”，从小
微企业的“及时雨”到养老民生的“保障网”，农行山西晋中
分行以“五篇大文章”为抓手，书写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生动答卷。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坚守“金融国家队”使命，深
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质效，为推动晋中市高质量发展贡献
农行力量。

农行山西晋中分行深耕农行山西晋中分行深耕““五篇大文章五篇大文章””
为 区 域 高 质 量 发 展 注 入 金 融 活 水为 区 域 高 质 量 发 展 注 入 金 融 活 水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周丽君周丽君 张大鹏张大鹏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农行山西晋中分行聚焦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持续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推动金融服务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截至2025年3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突破389亿元，年日均净增25.64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7.98亿元，信贷规模与增量均创历史新高，为晋
中市产业升级、生态转型、民生改善注入强劲动力。

农行山西晋中分行主动融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
调工作机制，在太谷农高区实地查看企业甜瓜苗、草莓
苗的育苗情况及金融资金需求。

农行山西晋中分行工作人员深入山西鑫炳记食业
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加工及市场供应情
况，面对面对接企业金融需求。

农行山西晋中分行客户经理在晋中国家农高区的
山西晋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走访，了解动物疫病诊断试
剂研发与金融需求情况。

农行山西晋中分行工作人员深入“平遥牛肉”专业
镇进行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平遥牛肉的销售规模、市场
分布、销售策略等，致力于为平遥牛肉产业发展提供更
精准、有效的金融支持。

农行山西晋中分行工作人员深入榆社田间地头，
向养殖户细致介绍“惠农e贷”，助力解决资金难题，推
动当地养殖产业发展。

农行山西晋中分行科技特色支行正式挂牌。通过
创新产品与服务模式，助力科技企业发展，为晋中地区
科技产业注入强劲金融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