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普惠工作计划 普惠快捷工作总
结(优质5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新的机遇和挑战，
是时候开始写计划了。通过制定计划，我们可以将时间、有
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任务，并设定合理的限制。这样，我
们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普惠工作计划篇一

按照《*关于印发的通知》(财金〔20xx〕85号)规定，普惠金
融发展专项资金包括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
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以奖代补等4个使用方向的资金。xx
年，*拨付我区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34373万元，自治区财
政配套万元，合计共万元。按照规定，我厅对*下达的34373
万元进行了统筹分配，其中，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
励万元;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及奖补资金万元;*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以奖代补资
金4400万元。

按照财金〔20xx〕85号文件规定，我区未纳入县域金融机构涉
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实施范围，为大力发展我区县域经济，
积极引导各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经多次
与*金融司沟通汇报，*于xx年8月下发了《关于扩大县域金融
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范围的通知》，同意自xx年起将我区
纳入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实施范围。

xx年，我区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县域金融机构涉
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万元，对全区30家县域金融机构进行了
奖励，自治区财政配套的30%部分已列入20xx年部门预算，经



自治区人大批准后及时下达相关金融机构。xx年*根据xx地区
的实际，将我区纳入了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
的实施范围，同时也是我区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
奖励政策的第一年，该项政策的实施极大激发了我区县域金
融机构涉农贷款投放的积极性。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
奖励政策是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有机结合，发挥了财政资
金的引导作用和信贷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了更多的信贷资
金投向“三农”领域，促进了我区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xx年，我区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农村金融机构定
向费用补贴万元，自治区财政配套安排万元，合计共拨付万
元，对全区1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了奖励。

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农村金融业发展力度，在定
向费用补贴政策的引导下，全区村镇银行立足县域，积极服务
“三农”，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全区村镇银行各项贷款余额
增速远远高于其它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的实施也缓
解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初期的财务压力，进一步增强了
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和发展后劲，有效帮助村镇银行逐步实现
可持续发展。同时，定向费用补贴政策的实施也有效吸引了
更多资本参与我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仅xx年我区成立
的村镇银行就有4家，分别为xx西夏贺兰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xx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西吉汇发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和xx彭阳贺兰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xx年我区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及奖补资金万元，自治区财政配套20xx万元，合共计拨付创
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万元，其中，专项用于贴息资金
万元，用于奖补资金万元。

xx年，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推动大众创业、
助力脱贫富民，结合我区经济发展实际，我区制定印发了



《xx*自治区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办法》(宁政办发〔xx〕140号)，
该办法进一步放宽了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的条件，将个人申请
创业担保贷款的条件规定为:“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首套
住房贷款、购车贷款以外，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在提交创业
担保贷款申请当期，应没有商业银行其他贷款”。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将
有限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相结合，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激发了创业干事人员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在支持我区扶贫攻
坚战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功打造了一批集中连片推进的
整村、整乡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引导形成了“一县一特、一
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有效提升了农村经济活力，
助推了我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xx年我区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项目以奖代补资金4400万元，支持全区8个*ppp示范
项目规范运行。xx年，为推动我区ppp工作，我厅牵头制定了
《自治区*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的实施意见》(宁政办〔xx〕96号)等多项管理办法，推动我
区ppp工作迈上新的台阶。截至xx年12月底，我区进入**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台项目129个，投资总额亿元，社
会资本投资亿元，*补贴亿元。根据自治区领导批示精神，我
厅积极组织协调xx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和*政企合作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了中政企xxppp合作基金，基金总规
模45亿元。

(一)政策宣传力度不够。xx年，结合《*关于印发的通知》规
定，我厅制定了多项配套政策，包括创业担保贷款、*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等方面，同时，从xx年开始，*又将我区纳入
了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实施范围，由于这
些政策的政策性较强，又是新出台的政策，致使相关部门和
受益人群对政策不理解、不知晓，影响了普惠金融政策的全
面落实。



(二)ppp项目投资大、回报低、人才缺。由于ppp专业人才紧
缺，致使市县(区)*部门、企业和投融资机构对ppp模式的操
作流程不熟悉，项目前期识别论证不充分，方案设计不规范、
不完善，制约了ppp模式的推广应用，致使国家和自治区ppp
示范项目入围难度大。由于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投资大、回
报率低、投资周期长，对社会资本缺乏吸引力。再者，我区
市、县(区)财力普遍较弱，赢利ppp项目不多，引进社会资本
的难度较大。

(三)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门槛高、操作难度大。财金〔20xx〕85
号文件实施以来，大家普遍反映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门槛较高，
特别是向前追溯5年无商业银行贷款记录的条件，将很多有创
业贷款意愿的人群拒之门外，影响了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实
施效果。同时，由于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系统不完善，致使各
市、县(区)录入和提取数据不准，有的甚至无法使用该系统，
增加了一线工作人员的操作难度和工作量。

(一)加强普惠金融政策宣传。20xx年，我厅将采取多种形式的
宣传手段，加强普惠金融各项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普惠金
融政策知晓率。同时，我厅计划在全区范围内举办一次普惠
金融专题培训班，对普惠金融各项政策进行深入解读，对各
项操作流程进行仔细讲解，提高各部门工作人员对政策的理
解力和操作能力，为普惠金融政策的全面落实打下夯实基础。

(二)加强普惠金融政策落实。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
量奖励，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全面落实
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主动
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实施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导
用人单位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动解决特殊困难群体的结构
性就业矛盾。加大中央资金和政策争取力度，借力支持实体
经济融资发展，不断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三)规范推广运用ppp模式。一是根据全国财政金融工作会议
精神，严格按照*《关于规范*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
息*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xx〕92号)文件中的负面清
单，对我区ppp项目库的所有项目进行清理和规范，防止ppp
项目中存在以ppp名义变相举债、保底收益、固定回报、保底
承诺、*担保等违法违规融资举债现象发生，规范推广和运
作ppp合作模式;二是紧盯*ppp基金，力促项目对接成功;三
是结合xxppp工作实际，制定印发《xx*自治区*和社会资
本(ppp)操作管理办法》。

普惠工作计划篇二

1、 足不出村真方便，普惠金融在身边。

2、 浙江农信系城乡，金融普惠牵万家。

3、 浙江农信，与您一起“惠”聚梦想。

4、 浙江农信，与你同行，普惠金融，共创未来。

5、 浙江农信，普惠金融伴您左右。

6、 有您的足迹，就有浙江农信的服务。

7、 信至诚，惠自远。

8、 信用创造价值普惠成就你我。

9、 托起每一个*凡的梦想，普惠金融。

10、 同享普惠阳光，共铸美丽浙江。

11、 普农普商普小微，惠民惠心惠服务。



12、 普及金融服务、惠及千家万户。

13、 普及大众，惠聚民生，普惠金融进万家。

14、 普惠金融全方位，农信服务零距离。

15、 普惠金融进万家，农信服务助成长。

16、 普惠金融进万家，服务城乡你我他。

17、 普惠金融广覆盖，农信服务在身边。

18、 普惠金融，圆梦“三农”。

19、 普惠金融，人人参与，人人分享。

20、 普惠金融，情满浙江。

普惠工作计划篇三

普惠金融工作报告人民银行：

依据人民银行“普惠金融”工作精神，我行陆续开展了以金
融服务角度向更多群体提供更好的、更便捷的、更安全的金
融服务，将金融普及所有群体，包括农村等各个层面的活动，
现将普惠金融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普惠金融业务推广重点 1、假币识别

通过掌握识别人民币真伪知识宣传，提高社会各群体爱护人
民币，防范假币意识，做到反假货币人人有责，反假货币从
我做起，杜绝假币、共建和谐。

2、存款业务



以通知存款、教育储蓄、大额存单、存款节节高、薪金溢等
多元化产品服务不同群体，方便客户，惠顾客户。

3、贷款业务

通过信用消费贷款、装修贷款、住房贷款、信用卡分期、小
微企业逸贷、等多种贷款品种解决不同群体客户资金压力，
服务客户。

4、理财业务

以买卖账户贵金属、实物贵金属、积存金、外汇以及账户原
油、农产品、基本金属等账户商品，优惠客户，使客受益。

6、电子银行业务普及

普惠工作计划篇四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和
竞争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基层行所暴露出的服务缺陷逐渐
显现出来，分析了银行基层窗口服务的特点。在实际工作中
应该如何做好银行基层窗口服务工作。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优质服务
这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话题。曾几何时，“优质服务”这个概
念让我们激动万分，却也让我们感到过虚无缥渺。当我们满
怀喜悦地憧憬着服务带给我们金融业的美好未来时，我们又
不得不关注外资金融机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推陈出新，服务
再也不是简单的几句词，几多客气，再也不需要我们所做的
表面文章。优质服务，它需要我们无私奉献的日积月累，它
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不懈磨砺，它需要中国银行业深厚文化
底蕴所赋予的企业内涵。

基层柜台储蓄窗口服务中，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着这个银行



的商誉和今后的生存和发展，柜台服务的好坏，显得尤为重
要。为此，我们窗口人员柜台服务时是否更应该注意„„。柜
台窗口服务最能体现一个银行的整体形象，反映一名柜员的
综合能力素质。

2、目前银行基层窗口服务工作的现状及原因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把个人的情感掺杂进柜台服务当中，
个人的阴晴变化充分地暴露在对储户的态度上，表现在对存
取款的态度有异，对存款多少的冷暖不一，对零钱换整钱、
没有存折的用户异地存款的怠慢有加，事实上这是不应该的，
也是不允许的，更是与我们提倡的优质服务大相径庭的。储
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服务面前一律平等，我们不应该把
个人的情绪波动及世俗的世态炎凉带到工作中来。对待储户，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善待他们。[2]储户存款也好，取钱也罢，
可就不是来要钱的。他们不是乞丐，我们更没必要给人脸色，
给人态度。当今社会，客户就是上帝，我们都要以诚相待，
尊重对方，甚至对不需要存款的储户，而希望得到某些帮助
的储户我们都应该平等对待、尊重对方、善待他们。

在当前激烈的金融同业竞争中，我们提倡金融服务要走出去，
也请进来不少，但请进来后，不是因为我们售后服务跟不上，
或是因为柜台服务出了问题，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乃至财
力请进来的客户不是被同业挖走了，再就是被气走了，弄巧
成拙，得不偿失。说句到家的话，银行不是某家某个人的银
行，而是我们全体员工的银行，需要的是上下联动，整体配
合，需要我们每个人去爱业敬业，发挥团队精神。对内我们
虽各有分工，工作有别，但对外却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人
的言谈举止，服务客户都代表着这个银行的整体形象。我们
提倡走出去，请进来，但后发生的痛心的事情，也的确应该
反思。

银行基层窗口服务工作中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



根据我的柜台服务的经历和感受，我认为，之所以存在这些
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在整顿服务行少，提高服务质量的工作
中往往只注重对临柜人员的思想教育、行为管理和技能培训
等，却忽视影响服务质量的几个因素，这些因素从临柜人员
角度、银行内部管理角度进行剖析，确实能对银行服务产生
举足轻重的作用。

银行基层窗口服务工作的原则

银行素有“三铁”的美誉，提倡弘扬“三铁”精神，追求原
则性。wto下，外资银行与国内金融同业服务竞争大战序幕已
悄然拉开，存款之争也愈演愈烈。为了吸收存款，有的行想
尽一切手段和办法，甚至放弃了银行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实
不足龋但在实际竞争中，服务是手段，存款则是目的，原则
也必须要有，但应该学会去变通，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业务
操作流程及办法，千万不能太死搬硬套，过于教条，如果真
的这样，我们则犯了教条主义。特别在柜台窗口服务当中，
有悖原则的事情经常遇到，如果只是单纯地用不能做，办不
了去打发客户的话，真有失该银行柜台服务水准，客户也不
易接受。我们是否应该学会变通，学会理解，学会换位思考。
原则要有，但要灵活掌握，尽量去变通，应尽可能帮助客户，
即使真的有办不了的业务，也得做到让客户觉得我们尽力了，
力争让客户理解，让客户心存感激之情。

3、银行基层窗口服务的特点

服务具有异质性。银行服务是一个行为链条组成的，从接触
服务人员开始，每个顾客就在潜意识里对银行的服务做出评
价。做好柜面服务，要注重每一句话。一句话，可能会引起
客户的不满;一句话，可能引发一场无谓的争吵;一句话，可
能会拓展一位客户，为银行带来新的收益。

服务具有无形性。在服务之前难以通过感官感受到。服务的
差异化难以被顾客感知，通过有形方式表现服务，成为服务



营销管理考虑的重要内容，用心去做，做好柜面服务并不难。

普惠工作计划篇五

一、xx年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金〔2016〕85号)规定，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包括
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
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
目以奖代补等4个使用方向的资金。xx年，财政部拨付我区普
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34373万元，自治区财政配套万元，合计
共万元。按照规定，我厅对财政部下达的34373万元进行了统
筹分配，其中，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万元;农村金
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
万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以奖代补资金4400万元。

(一)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

按照财金〔2016〕85号文件规定，我区未纳入县域金融机构
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实施范围，为大力发展我区县域经济，
积极引导各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经多次与
财政部金融司沟通汇报，财政部于xx年8月下发了《关于扩大
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范围的通知》，同意自xx年
起将我区纳入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实施范
围。

xx年，我区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县域金融机构涉
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万元，对全区30家县域金融机构进行了
奖励，自治区财政配套的30%部分已列入2018年部门预算，经
自治区人大批准后及时下达相关金融机构。xx年财政部根据xx
地区的实际，将我区纳入了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
政策的实施范围，同时也是我区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



增量奖励政策的第一年，该项政策的实施极大激发了我区县
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投放的积极性。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
增量奖励政策是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有机结合，发挥了财
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信贷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了更多的信
贷资金投向三农领域，促进了我区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

xx年，我区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农村金融机构定
向费用补贴万元，自治区财政配套安排万元，合计共拨付万
元，对全区1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了奖励。

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农村金融业发展力度，在定
向费用补贴政策的引导下，全区村镇银行立足县域，积极服
务三农，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全区村镇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增
速远远高于其它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的实施也缓解
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初期的财务压力，进一步增强了机
构的抗风险能力和发展后劲，有效帮助村镇银行逐步实现可
持续发展。同时，定向费用补贴政策的实施也有效吸引了更
多资本参与我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仅xx年我区成立的
村镇银行就有4家，分别为xx西夏贺兰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xx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西吉汇发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和xx彭阳贺兰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

xx年我区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及奖补资金万元，自治区财政配套2000万元，合共计拨付创
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万元，其中，专项用于贴息资金
万元，用于奖补资金万元。

xx年，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推动大众创业、



助力脱贫富民，结合我区经济发展实际，我区制定印发了《xx
回族自治区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办法》(宁政办发〔xx〕140号)，
该办法进一步放宽了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的条件，将个人申请
创业担保贷款的条件规定为: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首套住
房贷款、购车贷款以外，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在提交创业担
保贷款申请当期，应没有商业银行其他贷款。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将
有限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相结合，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激
发了创业干事人员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在支持我区扶贫攻坚
战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功打造了一批集中连片推进的整
村、整乡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引导形成了一县一特、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有效提升了农村经济活力，助推
了我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以奖代补

xx年我区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项目以奖代补资金4400万元，支持全区8个财政部ppp
示范项目规范运行。xx年，为推动我区ppp工作，我厅牵头制
定了《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ppp)的实施意见》(宁政办〔xx〕96号)等多项管理办法，
推动我区ppp工作迈上新的台阶。截至xx年12月底，我区进入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129个，
投资总额亿元，社会资本投资亿元，政府补贴亿元。根据自
治区领导批示精神，我厅积极组织协调xx惠民投融资有限公
司和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了中政
企xxppp合作基金，基金总规模45亿元。

二、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宣传力度不够。xx年，结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普惠金
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我厅制定了多项配



套政策，包括创业担保贷款、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
面，同时，从xx年开始，财政部又将我区纳入了县域金融机
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实施范围，由于这些政策的政策
性较强，又是新出台的政策，致使相关部门和受益人群对政
策不理解、不知晓，影响了普惠金融政策的全面落实。

(二)ppp项目投资大、回报低、人才缺。由于ppp专业人才紧
缺，致使市县(区)政府部门、企业和投融资机构对ppp模式的
操作流程不熟悉，项目前期识别论证不充分，方案设计不规
范、不完善，制约了ppp模式的推广应用，致使国家和自治
区ppp示范项目入围难度大。由于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投资大、
回报率低、投资周期长，对社会资本缺乏吸引力。再者，我
区市、县(区)财力普遍较弱，赢利ppp项目不多，引进社会资
本的难度较大。

(三)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门槛高、操作难度大。财金
〔2016〕85号文件实施以来，大家普遍反映创业担保贷款申
请门槛较高，特别是向前追溯5年无商业银行贷款记录的条件，
将很多有创业贷款意愿的人群拒之门外，影响了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由于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系统不完
善，致使各市、县(区)录入和提取数据不准，有的甚至无法
使用该系统，增加了一线工作人员的操作难度和工作量。

三、201x年工作要点

(一)加强普惠金融政策宣传。2018年，我厅将采取多种形式
的宣传手段，加强普惠金融各项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普惠
金融政策知晓率。同时，我厅计划在全区范围内举办一次普
惠金融专题培训班，对普惠金融各项政策进行深入解读，对
各项操作流程进行仔细讲解，提高各部门工作人员对政策的
理解力和操作能力，为普惠金融政策的全面落实打下夯实基
础。



(二)加强普惠金融政策落实。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
量奖励，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全面落实
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主动
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实施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导
用人单位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动解决特殊困难群体的结构
性就业矛盾。加大中央资金和政策争取力度，借力支持实体
经济融资发展，不断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三)规范推广运用ppp模式。一是根据全国财政金融工作会议
精神，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
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xx〕92号)文件中的
负面清单，对我区ppp项目库的所有项目进行清理和规范，防
止ppp项目中存在以ppp名义变相举债、保底收益、固定回报、
保底承诺、政府担保等违法违规融资举债现象发生，规范推
广和运作ppp合作模式;二是紧盯中国ppp基金，力促项目对
接成功;三是结合xxppp工作实际，制定印发《xx回族自治区
政府和社会资本(ppp)操作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