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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建行“建易贷”，乐享易生活
一、什么是“建易贷”

“建易贷”是建行面向目标单位公积金缴交
客户发放的用于日常消费的信用贷款，线下受
理，线上审批、支用、还款等。

二、“建易贷”的产品优势
1、利率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3.4%（单利）。
2、额度高：目前最高可贷款50万元。
3、期限长：最长可贷款60个月。
4、流程简：纯信用、无抵押、免担保，携身份

证一站式办理。
5、灵活用：在线支用，等额本息/随借随还任

意选。
三、产品要素
1、办理对象：建易贷主要面向目标单位入职

满一年以上（含）的职工。目标单位主要包括以

下类型：政府机构及事业单位类，金融行业，卫生
行业，教育行业，集团类客户和收入稳定、管理规

范，且与建行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对公单位。

2、年龄要求：20-65周岁。

3、提前还款：无违约金。

4、办理区域：全省建设银行网点均可受理。

四、温馨提示
1.建行“建易贷”资金只能用于消费，不能用

于购房、投资。

2.建行不会因为办理“建易贷”向您收取费用，也

不会委托中介机构或个人代理向您收取费用。

3.理性消费，量力而行，珍爱征信。

4.陌生电话需警惕，请勿向陌生人转账，保
护财产安全，谨防诈骗。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近日，工行海
南省分行与某电力企业正式签署20亿元
应急救灾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并实现提
款15亿元。该行在落实金融支持台风灾
后重建、体现负责任的大行担当方面取
得明显成效。

今年超强台风“摩羯”正面袭琼后，
全省大量用户电力中断，电力行业损失
巨大。人行海南省分行紧急制定了《关
于做好金融支持台风“摩羯”灾后重建
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积极向上级

行汇报灾情，争取更多政策和资源倾
斜，为受灾主体提供优惠信贷支持。海
南金融监管机构也发布通知文件，要求
银行机构强化对受灾地区基础设施贷
款支持力度。

紧急响应，主动出击。工行海南
省分行第一时间响应，围绕与民生密
切相关的交通通讯、水电燃气等领域
主动向总行、向人行海南省分行申请
优惠贷款利率。工行总行也积极与人
行总行、全国自律机制反复沟通争取，

最终同意该行在实行名单制、报备制
的基础上，对确实因灾受损企业给予
优惠利率贷款。

运筹帷幄，合力推进。业务推进过
程中，工行海南省分行主要负责人高位
统筹，协调前中后、行内外发挥合力，要
求前中后台以建设“标杆银行”为己任，
讲政治、顾大局，为自贸港建设贡献工行
力量。该行迅速建立了绿色通道，在优
惠利率申报、业务审批、作业监督过程中
给予了“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协调、推

动与支持。
精准服务，强势领跑。灾后至今，该

行累计新审批电力重建与新建贷款50多
亿元，同时，为受灾企业下调利率、变更
还款计划和延长提款期限。该行以高度
责任心、较强敏锐度、务实性举措为海南
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注入了强大的金融
动力。

下一步，工行海南省分行将继续发
挥国有大行的责任与担当，积极服务海
南自贸港建设。

工行海南省分行累计发放逾50亿元贷款
支持电力行业灾后重建新建

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是推进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保障，也是维护村民、村集体利益的
重要手段。自2016年推动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岭门村委会成功创建海南省“民
主法治示范村”以来，海南农商银行不断
整合法律资源，完善法律服务体系，积极
打造“法治+”乡村治理模式，为岭门村的
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注入了澎湃动力，一
幅乡村法治新画卷徐徐展开。

设立“法律服务站”夯实法治根基

2024年2月，“海南农商银行岭门村
法律服务站”设立，通过开展法律大讲
堂、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驻村第一书记
代理诉讼案件、建设法治宣传栏等形式，

“线上+线下”立体推进宣教，着力打造
“帮扶单位律师+驻村工作队+村内法律
明白人”三位一体的法律帮扶队伍。

在法律服务站，每月总有那么一天，
海南农商银行律师如期而至，成为村民
们最期盼的“法律智囊”。

村民王大爷感慨道：“以前遇到法律
问题，真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咋办。
现在好了，律师就在家门口，心里踏实多
了。”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也积极
行动，他们深入村民中间，收集那些困扰
大家的法律难题，然后将其递交给法律
事务部。对于棘手的问题，他们还会联
系法律援助机构，齐心协力为村里排忧
解难。“一村一顾问”的贴心服务，让村民
们真正实现了“遇事问事理事不出村”，
曾经的法律困扰如今都化作了安心与满
意，实实在在为民服务举措温暖着每一
位村民的心。

创新宣讲模式打造智志双扶平台

曾经，法律知识的匮乏犹如一道屏
障，阻碍着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脚步。
为打破这一困境，海南农商银行2024年
将其列为“为民办实事”的事项，海南农
商银行法律事务部与海南农商银行琼中
支行携手，推出了“法治+”金融夜校。

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工作人员带着
板凳走进村子，在广场上与村民们围坐
在一起，一场别开生面的法律宣讲拉开
帷幕。复杂的法律条文变成了一个个生
动有趣的小故事，通俗易懂；互动问答环
节，村民们热情高涨，纷纷提出自己心中
的疑问；工作人员还操着亲切的黎族语
言，与村民们交流，让每一个法律知识要
点都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以前觉得法律离我们很远，现在才
知道，它就在我们身边，能帮我们解决好
多问题呢。”村民李婶笑着说。

每月一场的金融夜校，逐村推进，不
漏一户，不遗一人，确保每位村民都能参
与其中，让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答。这
种“法治+”金融夜校模式，犹如一场及时
雨，滋润了乡村法治土壤，实现了农民受
益、党支部提质、农商行获取客户的“三
方共赢”良好局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智
慧与力量的源泉。

培养法律人才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人才是乡村法治建设的关键。2024
年，每个村小组都精心培养了1名“法律
明白人”，他们就像星星之火，点燃了乡
村法治的热情。每季度开展的“知法懂
法守法模范户”“法治模范村小组”评选
活动，更是激发了村民们学法用法的积
极性。

“有了这些‘法律明白人’，村子里的
矛盾少了，大家相处更和睦了，日子也越
过越好。”村民张大哥由衷地感叹道。

村党支部积极培养法治人才，2024
年每个村小组培养1名“法律明白人”，每
季度开展“知法懂法守法模范户”“法治
模范村小组”评选，全年累计化解矛盾纠
纷41起。邻里纠纷找调解员、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村内已形
成共识。

截至目前，法律服务站为村内审核
合同11宗，为村里的经济活动保驾护航；
开展“法治+”金融夜校6次、法治大讲堂
2 次，建设法治宣传栏 5 个，成为村里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海南农商银行在乡村法治建设道路

上的不懈探索与实践，犹如一场春风化
雨，滋润着岭门村的每一寸土地。通过
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不仅提升了
乡村治理能力，更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为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根基。

展望未来，海南农商银行将进一步
优化法律服务模式，拓展服务范围，提升
服务质量，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为乡村
振兴赋能添彩。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郑健军

海南农商银行：
挥金融法韵之笔 绘乡村治理帮扶新画卷

海南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开展法律宣讲。海南农商银行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