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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十大爱心企业之中牟农商银行

“草根银行”
华丽转身“慈善银行”

中牟农商银行践行社会责任，倡导“社会价值、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谐统一的文

化理念，设立“金燕助学助困慈善基金”，被中牟县委、县政府评为“慈善银行”。

2014年以来，累计捐款100万元，被中牟慈善总会评为“十大爱心企业”之一。

今年5月26日，中牟县青年路小学五年级学生卢科宇等50名贫困生每人领到“金

燕慈善助学”基金1000元，他们个个脸上挂满了笑容。受助的同学们纷纷表示：

“感谢中牟县农信社（农商银行前身）的支持，我们一定好好学习，报答社会。”

近日，中牟县人民医院特别邀请了
著名医院战略管理专家、法国里昂医药
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特聘教
授史晓群老师及护理管理专业高级培训
师刘丽萍老师为医院职工进行为期一周
的医院服务理念导入、医院人际沟通管
理及临床护理工作质量评价三方面综合
的培训。这是今年中牟县人民医院第三
次邀请史教授进行培训指导。

在一周的培训中，史教授和刘老师深
入科室发现医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
方案，共同制定了《中牟县人民医院临床
护理质量评价标准》、《中牟县人民医院服
务手册》，相信县医院职工通过此次培训
不仅思想上会得到较大的提升，而且对今
后的工作必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启发和改
进，相信县医院的发展会更上一层楼。
中牟播报 谢鹏飞 通讯员 邢小莉

“彦岗村的苹果园真好玩！周末带孩子去摘苹果，我们玩得很开
心！”5日上午，中牟县大孟镇彦岗村苹果园里，正在摘苹果的郑女
士说。
“盐碱地，真不好，不长庄稼不长草，十家就有八家穷，有女不嫁彦岗
人。”这是十年前在彦岗村流传的民谣。
今非昔比，乡亲们都夸张少峰为大家开辟了一条致富路。
中牟播报 杨亚博 通讯员 陈艺佳 文/图

中牟县人民医院
邀请史晓群教授进行服务项目培训

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中牟农商银行，于2014年6月6日
创立，注册资本 27024 万元，现有员工 476
名，14 个只能部门，38 个营业网点。中牟
农商银行由中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
制而成，是中牟县最大的地方性法人金融
机构。

从1951年小潘庄、孟庄、李和庄三家
信用社的成立，再到今天中牟农商银
行的转型跨越。60 年来，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已成为网店分布最广、资金实
力最强、涉农信贷投放最多的普惠制“草

根银行”。
想在先，干在先，是中牟农商人的特

质。2012 年，以丁继红为领头雁的新班
子组建后，增扩 2 亿元本金，圆满完成达
标升级，并在今年3月，存款余额、资产总
额双双突破“百亿”大关。

“农商银行取得的巨大成绩，离不开
中牟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更加离不
开中牟人民的热情拥护。”中牟农商银行
党委副书记、行长李效楠说，“是中牟的土
地滋润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不能忘根，不
能忘本，要把更多的回馈给中牟人民。”

中牟农商银行围绕“创新立行、转型
发展”的总体要求，紧扣区域经济发展脉
搏，全力支持现代农业、产业集聚、商贸
物流、高端制造、新型城镇化等重要领域
建设。围绕农民金融服务需求，强力推
进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金融服务
实现，使农民“足不出户”尽享普惠金
融。截至今年 6 月末，涉农贷款余额 50
亿元，占全县金融机构的70％。

历年来，中牟农商银行开展送戏下
乡、拥军等活动，并且始终把慈善之心运
用到管理中去，改善员工制度，定期开展
做义工、义务献血、定向捐助等活动。员
工们真正得到了心灵的洗涤，能够更好

地开展工作，人与人之间更显亲和力，使
企业更能在慈善事业中发挥强大力量。

今年 7 月 12 日，中牟农商银行开业
暨“百企授信”新闻发布会在中牟举
行。中牟农商银行积极响应中央八项
规定，简朴开业，将节俭下的开业费用
连同职工捐款 100 万元进行捐赠，设立

“金燕助学助困慈善基金”，被中牟县慈
善总会授予“慈善银行”称号。

“我们企业做慈善不仅仅是‘手的
给予’，更应该是‘心的给予’，必须以
商业的计划执行，以商业的形式执
行，慈善才能走得更加长久。”李效楠
行长说。

今年4月份，中牟农商银行筹建申
请获中国银监会批复前夕，中牟县县
委书记陆红卫对中牟农商银行作出了
重要指示，应当与中牟慈善总会相结
合，建立一个助学助困的基金会，建立
长效化的机制发展中牟慈善事业。

今年 5 月 25 日上午，中牟县农村
信用社和中牟县慈善总会联合举办了

“迎六一金燕慈善助学”活动仪式，并
为中牟县教育事业捐助 100 万元 (如
图），活动仪式现场为贫困学生现场捐
助5万元现金。

中牟农商银行党委书记丁继红从

高处定位，谋长足发展，设想提出与中
牟慈善总会协商合作，完善慈善捐款
封闭运用模式，留本捐息，由中牟慈善
总会管理本金，委托中牟农商银行经
营管理，使得本金日益增加，利息越来
越多，收益返回也能够源源不断地去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做慈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
们需要采取一种长效的机制，更好地
为中牟的弱势群体尽一份绵薄之力。”
李效楠说，“就社会责任而言，我们企
业做慈善绝对有义不容辞的义务。”
中牟播报 杨亚博 邢昊冉 文/图

张少峰今年 47 岁，2003 年他外
出打工时，工友说起了老家山东的红
富士苹果非常好，产量高、销售好。
张少峰先后两次和工友到山东进行实
地考察，随后又多次带领村支书和村民
代表到山东买树苗，学习栽种技术。

回到家后，他把自家的土地全部
栽上果树，支持他的村干部和部分村

民也行动起来，当年就栽种苹果树 80
多亩。

“我不断地学习种植技术，多次到
农校找专业老师指导，丝毫不敢大
意。我把这些果树苗看成自己孩子一
样呵护，吃住都在地里头。”张少峰说。

三年后，苹果挂满枝头，当年全村
80多亩苹果就收入80多万元。

看到种苹果的村民越来越多，张
少峰就召集大家统一选苗，教授种植
技术。为了解决买化肥农药和苹果销
售问题。2008 年，张少峰通过合作经
营的方式，成立了“彦丰合作社”。目
前，彦岗村的苹果销售市场已经扩展
到郑州、新乡、开封等地。

今年 56 岁的李海风在张少峰的帮
助下种上了苹果树。“俺已经种 4 年了，
今年可是大丰收啊！”李海风笑着说。

“非常感谢少峰啊！他可是俺村的
大恩人啊！他帮俺老百姓找到了一条
致富的好路子啊！”67 岁的李文学激动
地说。

随着彦岗苹果的名气越来越大，很
多经销商慕名而来，村民足不出户就能
要腰包鼓起来。在张少峰的引领下，目
前全村已经种植苹果树 800 多亩，加上
附近村庄的种植户已达到了400多户。

“以前村里穷啊，现在大家共同致

富才是真正的富啊！”张少峰大力推广
自助采摘园区，带领村民开发“农家乐”
餐饮项目。

现在每当看到越来越多的城里人
周末节假日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彦岗村，进
到果园里摘苹果，吃苹果，他开心极了。

知行合一 敢为人先

扎根三农 普惠民生

张少峰和村民交流种苹果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