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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沙县人民自己的银行”，本行始终坚持与长沙县共

成长、共发展，秉持“服务县域、惠泽百业、回馈社会”的宗旨，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矢志践行社会责任，争当社会服务先

锋。

一、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唱响普惠金融主旋律

（一）坚持服务县域，做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者。一是持续

做好金融扶贫工作。作为全县“小额信用扶贫贷款”唯一主办行，

设立金融扶贫服务站 27 个，打通了巩固脱贫农户信贷服务的绿

色通道。2021 年，全行新发放脱贫小额信贷 113 笔、364 万元，

扶贫小额信贷余额达 1 亿元，100%承担了县域金融扶贫工作，惠

及 3300 多户家庭，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是全

面助力乡村振兴。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围绕春耕生产、茶旅产业、

农产品加工业、上规模的种养业等方面开展金融服务，全行涉农

贷款有效信贷客户达 38072 户，较年初增加 767 户，涉农贷款余

额 201.76 亿元，较年初净增 9.2 亿元，占贷款总量的 80.09%，

当年累计投放涉农贷款 106.13 亿元，新投放平均年化利率

6.7244%，较年初降低 0.0116 个百分点。二是更大力度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聚焦“三高四新”“强省会”战略，主动融入长沙县

委县政府“1345”发展布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

持。2021 年末，全行小微企业有效信贷客户达 13490 户，较年



初增加 1358 户，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94.79 亿元，较年初净增

18.87 亿元，增速 10.73%，占贷款总量的 77.32%，当年累计投

放小微企业贷款 147.32 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9158 户

余额 77.36 亿元，占比 52.51%。

（二）坚持共建共创，做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一是深入

开展“党建共创、金融普惠”行动。推出十周年行庆“金融普惠

感恩回馈”活动，新拓展首贷户 1576 户授信 2.9 亿元。完善“金

融三员”服务机制，派驻 430 名“金融三员”服务全县 206 个村

（社区），强化了政银村合作。二是持续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深入开展信用村建设，助力长沙县打造乡村振兴标杆区。完成凉

塘路社区、金甲坪社区等 71 个村（社区）的“整村授信”，新

采集客户信息 3.1 万户，新增评级授信 2.9 万户；万家铺村、唐

田新村等 38 个村（社区）成功创新信用村，累计创建信用村 88

个。三是搭建普惠金融服务平台。与县供销联社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积极建设集金融、电商、物流、民生、政务等多项综合服务

于一体的农村金融服务站（“福祥 e 站”），延伸服务触角，提

高群众金融服务的满意度。2021 年，完成 45 个村社区福祥 e 站

建设，基本实现“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

（三）坚持稳健经营，做地方金融稳定的担当者。作为党委

政府自己的银行，首要任务是贯彻党和政府农村经济金融政策，

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切实维护地方金融稳定。我行始终将

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作为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



理念，营造了“让合规成为一种制度，让合规成为一种习惯，让

合规成为一种文化”的良好氛围。同时，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严

把“四道”关口，从源头上控制好风险，带头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2021 年，我行不良贷款余额 2.39 亿元，不良贷款率 0.95%，是

全省农信系统唯一一家将不良贷款率稳控在1%以内的农商银行；

拨备覆盖率 509.6%；资本充足率 13.18%，各项抗风险指标均保

持在监管标准以上。

二、主动投身社会公益，建设有温度的百姓银行

（一）加大产品研发，满足市场需求。一是加强产品研发能

力。坚持市场导向，针对不同客户群体需求，量身定制特色产品，

充分满足在存款、贷款和支付结算等方面的基础金融需求，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2021 年，推出“白名单快贷”“供

销惠农贷”等农户特色产品，“民星贷”“工薪贷”等居民特色

产品，“商易贷”“首惠贷”等个体工商户特色产品，“租金贷”、

“流水贷”等企业特色产品。二是充分发挥当前产品优势。全面

发挥福祥便民卡、福祥 e 贷、星付通支付等优势产品的作用，营

造良好的客户口碑和品牌形象，形成稳定的优质客户群。持续优

化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丰富功能，

实现客户“非现金业务不出户”，线上办理生活缴费、社保和医

保缴费、存贷款业务和结算业务，构建线上金融圈，促进零售业

务转型。

（二）优化金融服务，提升客户体验。一是提供有温度的服

务。以奋斗者文化为引领，推行客户经理半天坐班制，实行“送



服务上门”，大力弘扬“挎包银行”精神，打造“勤而近”的服

务，把金融普惠送到田间地头、生产车间；结合移动银行、普惠

移动营销系统等营销助手，将农商银行的金融服务送入千家万户，

为客户提供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做老百姓的良心银行、放心银行、

贴心银行。二是突出金融科技的赋能。坚持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

发展方向，组建数字化运营团队，建设电教室，为产品研发、培

训教学提供了平台，加快了转型升级步伐；通过自主开发、与第

三方科技公司合作等方式，建立线下线上相结合的金融生态体系，

搭建数字银行管理平台，为精准营销、高效获客、精细管理提供

有力支撑。

（三）勇担社会责任，温暖星城百姓。一是投身公益事业。

主导发起设立“厚德星沙”好人基金，向 10 名“星沙好人”发

放好人礼遇卡，持卡“好人”可享受健康体检、补充医保、观影

旅游等十项礼遇，并每年注资 20 万元，助力长沙县打造“好人

之城”；联合共青团长沙县委开展“金秋助学”、“希望小屋”

活动，捐建“希望小屋”4 间，为 4 名学生每人捐赠 2000 元爱

心助学资金，为困难家庭送去温暖；总行领导和支行员工深入孤

寡老人、困难员工、贫困学子家中走访慰问，献爱心、送温暖。

二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强消保工作培训，开展 2 期消费者权益

保护专题培训，学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内部消费者权益保

护制度和要求，培训对象覆盖了中高层领导、支行管理人员、消

保专员，现场受训人数约 100 人，有效提升了消保工作水平。以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周为契机，举办“金融消费者权益



日”“守住钱袋子”等一系列内容广泛、形势多样的宣教活动，

提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三是履行社会责任。推行“金融宣

讲员”“金融专员”制度，开展金融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农

村等“三进”活动，让百姓在“家门口”学知识、受教育，全面

提高群众金融素养；通过贷款利率优惠、账户管理费减免、支付

结算手续费下调等途径，全面落实“减费让利”政策，降低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其中，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 2020 年末下降 0.26

个百分点；全年入库税收 2.7 亿元，是县内最大的服务型纳税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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