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合作”再出发服务乡村振兴

焕发“新仓经验”活力的金融主力军

六十五年前六十五年前，，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推广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推广““新仓乡结合合同经验新仓乡结合合同经验””。。六十五年来六十五年来，，平湖农信代代相传平湖农信代代相传““结合合同结合合同””与与

农结合为农服务的精神农结合为农服务的精神，，如今已发展成平湖首家贷款余额超如今已发展成平湖首家贷款余额超200200亿元亿元、、存贷款规模超存贷款规模超500500亿元的县域金融主力军亿元的县域金融主力军。。
以初心致匠心以初心致匠心，，今天的平湖农信人继续奋进在探索创新发展今天的平湖农信人继续奋进在探索创新发展““新仓经验新仓经验””、、谱写服务谱写服务““三农三农””新篇章的征途上新篇章的征途上。。

“新仓经验”与信用社：六十五年回眸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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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版今日农商行

2019年7月，副市长沈志凤代表市政府，将“乡村振兴主办银
行”牌匾授交于平湖农商银行行长张伟中手中。

沉甸甸的牌匾，寄托的是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使命。农商银
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卫华在接受采访时说，十五年前习近平同
志“三位一体”构想与六十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光辉批示一脉相
承。农商银行将深刻领悟市委书记祁海龙有关“焕发‘新仓经验’
活力”的要求，致力创新发展新时代“新仓经验”，推进“三位一体”
改革与时俱进，演绎打造“重要窗口”最精彩板块新崛起之城“信
用合作”再出发精彩篇章。

“信用合作”再出发，要望到远处。农商银行将继续坚定
政治站位，当好市委、市政府“三农”工作金融标兵和主力军，有责
任担当，有创新作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冲在前面。

“信用合作”再出发，要干在实处。以初心致匠心，结合
产品创新和队伍建设，提升“走千访万”“农贷协管”合作模式；通
过信用评级及优惠措施，引导和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发
展，夯实“三位一体”建设基础。

“信用合作”再出发，要放大好处。密切与镇街道合作，
全面落实“村经济股份合作社信用贷款授信”；携手农业农村局，
深入宣传和实施“平湖农商银行‘善治积分贷’贷款管理办法”，把
农信普惠金融服务深度融入到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中去。

JINRINONGSHANG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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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魏山农

2002年起推出的“农户信用贷款证”。
（平湖农商银行史料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 12月 18
日，平湖农商银行成立大会上向 1954年创
办信用社的老同志代表致敬。

新仓镇政府与农商银行合作，全面推进
“善治积分贷”，进一步推动深化乡村治理。

新仓乡“三角合同”史料。

（平湖市档案馆馆藏）

浙江省供销社供应处秘书科科长

张德喜同志公开发表的新仓乡结合合

同经验第二篇报道。

（平湖市档案馆馆藏）

1956年 1月，中共平湖县委互助合作部

批转“关于开展1955年全县信用社评模的报

告”，全县信用社开展评选模范理事主任等模

范人物和模范信用社的活动，推动了信用社

增股及小社并大社工作，全县信用社从44个
合并为17个，较好地适应了农业合作化高潮

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平湖农商银行史料馆）

新港信用社与农业生产社订立存

放款合同的报道。

（平湖市档案馆馆藏）

1964年新仓信用社经验介

绍材料。

（平湖市档案馆馆藏）

1955年4月21日，《浙江日报》第二版署名发表
时任浙江省供销社供应处秘书科科长张德喜撰写
的题为《新仓乡的结合合同为什么履行得比较好》
的报道，告诉读者“新仓乡结合合同”履行得比较好
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实行信用结合，帮助农民克服

缺少资金的困难，由农民按履行合同需要的金额，

根据自己不同条件制订存款贷款计划，由信用合作

社贷款支持。”这是张德喜同志关于平湖县新仓乡
结合合同经验的第二篇材料，其第一篇经验材料以
《平湖县新仓乡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常
年互助组签订结合合同的初步经验》为题，于 1955
年 3月 4日不署名刊登在浙江省委农工部《浙江农
村工作通讯》第 49期上。1956年 1月，这第一篇经
验材料经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并写下“本书编者
按”，收录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中册）一
书中。毛泽东同志的“本书编者按”：“本书谈这个

问题的只有这一篇，值得普遍推荐，文章也写得不

坏。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

一事，应当普遍推荐。”这就是被后人纪念的“毛泽

东同志新仓经验批示”。
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的“结合合同”诞生在平

湖新仓并不偶然。六十多年前，平湖县新仓乡的农
业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都走在全县、全省
的前列。就信用合作来说，平湖县是全省第一个实
现信用合作化的县，新仓区（共辖港南、港北、新仓、
复兴、秀水、金沙、全塘、建新、共和、建全、新港等11
个乡）是平湖县率先实现乡乡建立信用合作社的
区。1954年9月-11月，《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37
期、41期、43期先后刊登《平湖县全面发展信用合
作的经验》《平湖县新仓营业所是怎样辅导信用合
作社的》《平湖县新港乡信用合作社开展业务的经
验》等 3篇经验材料。《人民日报》记者到平湖实地
采访新仓乡、新港乡后，1954年 11月 1日《人民日
报》第二版刊登题为“浙江省平湖县百分之八十五
的农户参加了信用合作社”的报道。张德喜同志补
充撰写“新仓乡结合合同经验”，为后人留下了“实
行信用结合”等文字记载，体现了供销人实事求是
的博大胸怀。

“三角合同”即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三方签订的结合合同，也称作“三面合
同”，平湖市档案馆有史料记载。1955年 2月 16日
题为《新仓乡信用社通过与供销社、生产社试订三
面结合合同开展业务工作报告》的史料中介绍：“试

订三面结合合同后，从执行的效果上，一般是发挥

了作用;帮助了增加副业。光明社 31户原养猪 8
只，与供销社订二面合同后，增到 22只，通过三面

结合合同，困难户得到副业贷款支持，全社增到 49
只。”1954年9月22日题为《全塘乡信用合作社是怎
样开好社员代表大会的》史料中引述港湾村新华农
业生产合作社代表的话：“吾社已与供销社、信用社

订立三角合同，今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全部卖给合

作社（供销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部向

供销社购买，所有资金全部存入信用社，需要资金

时向信用社拿取，如遇困难时向信用社借贷。”2019
年 7月，这两份历史档案被发现。此前，《平湖县
志》《平湖县金融志》《平湖供销社志》都没有关于新
仓“三角合同”的记载。

2015年 11月，人们广泛关注改造提升后的毛

泽东同志新仓经验批示展示馆内新增展示的“三角
合同”（仿制件）。“三角合同”登堂入室展示馆，得益
于负责展示馆改造提升工程的新仓镇和市供销社
相关人员组成的“三人团队”的负责精神和科学态
度。2015年年初，由时任新仓镇党委副书记张阳等
组成的“三人团队”四出寻访、走访，征集史料、史
实，偶有听到“老人”们提起“三角合同”。张阳至今
清楚地记得，2015年 3月 12日上午，相约朱雪根在
原平湖农村合作银行六楼小会议室座谈，80多岁的
朱雪根眼不花、耳不聋，侃侃而谈：“组织起来搞合
作化,打击高利贷，当时中央有号召……结合合同
上，盖章的单位是 3家，有信用社盖章的位置。”朱
雪根说，“主任把合同一叠一叠拿回来，我盖章盖得
手都发酸。”朱雪根，1954年新仓区建新乡信用合作
社首任会计，曾获得“浙江省1958年财贸部门社会
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后调任广陈信用社主任、
农业银行平湖县支行人事股股长等职。与朱雪根
座谈后4年多新发现的上述两份直接叙述“三角合
同”的档案馆历史档案，佐证了朱雪根的回忆和张
阳团队的智慧。

历史长河，百舸争流，信用社在曲折中前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历经三年困难时期，致

力恢复经济发展。新仓信用社从整社着手，积极支

持农业生产发展，推动存款贷款双双大幅增长。

1963年，时任新仓信用社主任阮世荣作为嘉兴地区

信用社唯一代表出席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与会

代表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合影，巨大的精

神力量历久弥新。

“摸着石头过河”的“结合合同”
1979年，尚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

仓信用社“摸着石头过河”，与共联大队党支部合
作，试行与社员签订“存放收结合合同”，支持发展
家庭副业。共联大队 225户社员，与信用社签订合
同达 185户，占 82%。农业生产贷款重回社员家庭
生产领域，短短 2个月，发放社员家庭农业生产贷
款 19户 490元用于母猪养殖。1980年 1月，《新仓
信用社同共联大队订立存贷合同的情况》介绍材
料印发全县信用社。1980年起，新仓信用社年年
在全公社与社员家庭签订“存放收结合合同”，
1980年签订合同 2284户，一年发放的社员贷款相
当于前 9年的总数。社员家庭副业不“副”，1981
年、1982 年新仓公社社员出售肉猪分别达 22672
头、23472头。1983年，全县全面实施“农户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新仓信用社与农户家庭“早走”3
年的“合同贷款”方式在全县全面实施。这一年，
平湖县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创历史最高水平。信用
社在支持“三农”发展中日益壮大。1995年，平湖

农村信用社与当地农行“脱钩”时，信用社农业贷
款发放金额占全市 72.56%，储蓄余额是当地工、
农、中 3家国家银行县支行合计数的 1.2倍，占全市
47.93%。

信用贷款走进千家万户
2000年前后，农民家庭生产贷款不再是过去以

农药、化肥、小农具为主，“春放，秋收”的贷款方式
已不适应“种养加运”等多种经营迅猛发展的需
要。2002年起，市信用联社与当地人民银行在市
委、市政府领导下与各乡镇合作，通过“信用工程”
建设，推广不需担保抵押的“农户信用贷款”。从
2002年试点村黄姑镇丰荡村 156户“信用户”获得
《农户信用贷款证》、新仓镇新星村等全市10个行政
村被命名为首批“信用村”，到2003年新埭镇成为嘉
兴市第一个由县（市）政府命名的信用乡镇；从2002
年 3月黄姑镇丰荡村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现场推
进会”，到 2006年 10月新埭镇大齐塘村的“兴农贷
款”工程试点，到 2007年 1月市政府在新埭镇隆重
召开全市“兴农贷款”工程推进会；从市政府印发

“信用村评定活动实施意见”“信用乡镇创建活动实
施意见”等专门文件，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 3次
主持“兴农工程”推进会等会议并发表讲话，农信通
过“信用工程”建设，与时俱进与农结合为农服务。
村干部、村民代表、信用社三方逐户评“信用户”并
确定每户信用贷款额度，“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
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用贷款走进千家万户。
2010年 3月末，全市农村“信用户”达 40347户，到

2018年增加到79501户，大批从事粮食生产和“种养
加运”的农户和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在“信用
工程”建设中获得新增授信。

“农贷协管”“走千访万”合作普惠金融
2004年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2016年改

制为农商银行，改变的是名称和监管要求，不改的
是农信为农服务的初心。市政府办公室于 2013年
向全市转发“平湖农合银行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
计划（2013—2015年）”、2016年向全市转发“平湖农
商银行普惠金融提升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16-
2020年）”。农信深化普惠金融丰富了“新仓经验”
信用合作内涵，“农户信用贷款”升级版“农易贷”，
免担保免抵押单户授信最高可达 30万元。到 2019
年年底，“农易贷”实施6年，惠及13012户。2006年
起实行“农贷协管”办法、2009年以来百名客户经理
每年开展“走千家，访万户”，对业务范围内所有农
户每 2年走访覆盖面达 100%，唯有农信能做到“网
格化”全覆盖全市农户家庭。“平湖人自己的银行”
以 600多名员工、105个营业场所（网点、自助机具）
结合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为 55万市
民提供“市民卡”服务；承担了全市4/5的农户贷款，
以及 90%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贷款；
平湖每 2家小微企业，就有 1家与农商银行合作。
从“结合合同贷款”到评“信用户”，从建“信用村”到

“整村授信”，从“农户信用贷款”“农易贷”到如今
“善治积分贷”，信用合作在普惠金融中传承，在乡
村振兴中创新。

以“合作和联合为纽带”为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的“三位一

体”改革，与“新仓经验”的合作联合精神一脉相承。从 2008年 6
月市农合联成立至今担任市农合联副主任单位的平湖农信，在焕

发“新仓经验”活力中发挥着金融先锋作用。

新型资金互助合作的坚强支撑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市金融办、市银监办、市市场监管局

（原工商局）、市委农办（农业农村局<原农经局>）、市财政局、市民
政局、市供销社（农合联）、农商银行（原农村合作银行）等多部门
与有关镇街道通力合作，试水“一社六会”资金互助合作。2011年

“新当湖资金互助社”开业；2015年起6家镇街道“资金互助会”陆
续成立。按照国家金融监管要求，“新当湖资金互助社”封闭运
行，只对其股本总额500万元的317户社员服务；封闭式的6家担
保型“资金互助会”共564名会员，入会金757.7万元，只对本会会
员向农信贷款提供担保服务。平湖农信帮助“新当湖资金互助
社”起草章程，制定信贷管理等各项制度，开展人员培训和业务指
导，解决营业初期资金不足问题，帮助现金尾箱接送和寄存金库
等；对“资金互助会”担保的会员贷款给予利率优惠，农信支行行
长担任当地“资金互助会”监事长。

合作惠农的金融纽带
2019年6月26日，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农商银行联合召

开“创新发展‘新仓经验’，‘党建引领金融惠农’三年行动计划部
署推进会”。长期以来，平湖农信分别与市农业农村局、市委组织
部、市财政局、市农合联、团市委、市妇联、市文明办、市人力社保
局、市税务局、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开展惠农合作。合作惠

农，农信有“三力”优势：“老店”品牌力：60多年历史，“农商银行
就是信用社”，有全市最多的线下营业场所（网点、自助机具）结合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机制”灵活力：农商银行一级法人银行机

构，业务经营决策链短而灵活。“队伍”执行力：600多名员工、
100多名客户经理与遍布全市行政村的“农贷协管员”合作，为每
一户村民提供“一对一”的金融服务。

——2013年6月，我市第一个跨镇“飞地抱团”建设项目计划
落地，原农村合作银行与原市农经局、市财政局合作打造的“惠农
通”强村专项贷款同时诞生。

——2014年与市妇联合作推出“惠丽贷”贷款品种，于 2015
年获省农信联社贷款产品“创新奖”，农商银行“女子银行”（现平
湖农商银行三港支行）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2015年起，与原市农经局、市农合联、原市工商局合作，
每两年一次进行信用评级。已先后3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开展信用评级。

——2019年下半年，与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各村社区党
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开展“红创贷”系列信用贷款授信，在嘉兴
市首创“先锋贷”“人才贷”。

——2020年 8月，与新仓镇政府合作推进应用“农户治理积
分信用评价机制”，“善治积分贷”在“新仓经验”发源地开启信用
合作新篇章。与市农业农村局合作，全面推进“善治积分贷”，现
正在全市进行中。

通过农信合作惠农的金融纽带，方方面面的惠农服务资源源
源不断惠及平湖“三农”。

张德喜二写“新仓乡经验”

新仓“三角合同”史实

“结合合同”精神在传承中发扬

2019年，平湖市人民政府将“乡村振兴
主办银行”重任赋予农商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