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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设 立 全 国 农 村

金 融 改 革 试 验 区 的

目 的 之 一 ， 就 是 要

提 高 金 融 机 构 服 务

水 平 和 金 融 产 品 创

新 能 力 ， 推 动 农 业

产 业 化 、 集 约 化 发

展。从吉林九台市的

情况来看，随着金融

机构种类与数量的增

加，农村金融市场的

竞争更加充分，农业

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

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

逐 步 得 以 解 决 。 同

时 ， 涉 农 信 贷 产 品

创 新 力 度 加 大 ， 推

出 许 多 新 的 信 贷 产

品 ， 有 力 地 促 进 农

业产业化发展

记者：近年来吉林省银行业

创新支持“三农”方面的成效体

现在哪些方面？

张新东：只有通过创新金融产
品、手段和工具，才能不断提高服务

“三农”的水平并实现良好的自我发
展。一是不断引进涉农银行机构，
强化市场公平竞争，解决好“一家独
大”问题，已经初步建立了农合机构
为主体，农行、邮储银行、村镇银行、
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多元
化涉农金融服务组织架构，增强了
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更好地满足了

“三农”金融服务需求。二是不断创
新涉农金融产品。有关涉农银行机
构先后开办了“四权”抵押贷款业
务，目前累计发放“四权”贷款近 30
亿元。2010 年，吉林银监局督导涉
农银行机构在全国率先开展粮食直
补资金担保贷款试点等。三是不断
创新金融服务手段。农合机构不断
延伸服务网点，延伸柜台服务，在人
口较密集、流动性强的集镇布放
ATM机具，极大方便了农户日常用
现等金融服务需求。

记者：九台市如何通过创建

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更好地发

挥金融支持“三农”的作用？

张新东：农村金融改革是一
项涉及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改革，
要 发 挥 好 金 融 机 构 在 支 持 “ 三
农”、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的作用，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
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

一是建议中央财政设立专项
资金，对改革试验区有突出贡献
的银行机构加大财政奖励，实施
正 向 激 励 ； 对 相 关 农 业 科 技 项
目、农村创业项目和产业化调整
项目给予一定的贴息补助。

二是建议给予农村金融机构优
惠税收政策。建议对银行机构农户
小额贷款 （单笔、单户贷款余额及
总额在15万元及以下的贷款） 的贷
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及附加税。

三是建议设立农村改革试验
区试验项目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
金，对银行机构在改革试验区项
目上的贷款损失，由风险补偿资
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

记者：在支持农业产业化发

展方面，吉林银监局还有什么新

的举措？

张新东：加快推进农业产业
化进程事关吉林省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和农业发展。吉林银监局
督导有关涉农银行机构加大对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如吉林省农村信用社研发推
出“农企易贷”系列产品，以龙
头企业为核心，在统一授信基础
上为企业生资采购等各环节提供
一揽子金融服务，有效解决了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资金占用规模
大、抵押担保不足问题。到 2012
年 末 ， 贷 款 余 额 达 280 余 亿 元 ，
较好促进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发展。2013 年 3 月，吉林银监
局下发 《关于银行业支持吉林省
突出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支
持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等参与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
或参加农商行增资扩股，放宽单
个 企 业 及 其 关 联 方 阶 段 性 持 股
比例。

专访
吉林银监局

记者在九台农村金融改革

试验区采访过程中发现，无论

是农行、邮储等“老字号”大

型 商 业 银 行 ， 还 是 九 台 农 商

行、龙嘉村镇银行等“后起之

秀 ”， 都 面 临 着 涉 农 贷 款 出 现

“不良”。龙嘉村镇银行的杨雨

生副行长表示，一旦有农户违

约还不上款，同村其他村民还

会出现效仿，很可能会出现一

个村或一个屯“集体违约”的

现 象 。 由 于 农 户 贷 款 金 额 不

大，出现不良贷款时，在法院

立案成本较高，因此银行很难

追回不良贷款。

农村金融运行环境中的信

用 缺 失 ， 进 一 步 加 重 了 农 户 、

农 业 企 业 “ 借 款 难 ” 与 银 行

“放款难”的“两难”，影响了

金融服务尤其是信贷资金对农

业产业化发展的助力作用。因

此，加强和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已迫在眉睫。

从信用环境的建设上来看，

首先要加大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力

度，加强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个

人的征信系统建设。企业和个人

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要实现全国

联网运行，银行企业信贷登记系

统要抓紧升级改造。要建立信用

评估和披露机制，把不讲诚信、

逃废债务的企业纳入“失信名

单”，公之于众，促使企业诚实

守信。

其次，要加大失信行为的

惩罚力度。尽快建立起同业间

的联合制裁机制，建立“黑名

单 ” 管 理 制 度 ， 对 于 不 守 法 、

不诚信的企业和个人，采取降

低个人信用等级、不再提供贷

款或服务、依约处置抵押、质

押品，直至诉诸法律等手段来

化解信用风险。

◇ 九台市处于长春市、吉林市两大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和长

吉经济圈的核心位置，是以粮食生产为主要收入的县级农业市，大规模的农

畜产品加工业可持续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

◇ 2011年12月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启动以来，九台市在原有的

农行、邮储银行、九台农商行等银行基础上，新成立了龙嘉村镇银行、小额

贷款公司等机构

◇ 2012年末，九台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96.95万元，同比

增长23.6%；各项贷款余额118.91亿元，同比增长34.7%

告别

不良贷款困扰

"三农"
期待何种
金融服务
——访吉林银监局副局长
张新东

"墒情"一：
粮食耕种集约化

“前面视野范围内的田地都是咱合作社
的，共承包水田 107 垧（1 垧等于 15 亩）。”大嗓
门、皮肤黝黑的李雨田是地道的农民，他带头
创办了九台市远近闻名的雨田农民合作社。

以前农户分散种田，一来产出的大米质量
得不到保障，而有机大米、“绿色无污染”大米，
又对土壤和化肥等要求都比较高；二来农户自
家吃不完的余粮，因为量少也不好卖。李雨田
决定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免费为社员农户提供
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并统一耕种收割，期间
还由农户照看田地。

这种方式可以把单一的农户结合起来，把
分散的土地连成片，用现代农业机械化作业替
换原有的手工模式，进行规模化、集约化、机械
化生产，然后将收购上来的水稻进行深加工，
成为品牌大米。

“尤其是有机大米的生产，从土壤到育苗，
再到施肥，每道工序都要求科学化、标准化。”
李雨田举例说，承包过来的土地当中，只有一
少部分能栽种有机大米的秧苗。“因为以前土
壤里的农药成分都还在，需要通过逐年改良，3
到 5 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在改良的过程
中可以先种绿色无公害的大米，慢慢过渡。”

随着大批农户入社，李雨田的烦恼也接
踵而至。既要给农户免费提供优质的种子和
化肥，还要购买大型机械，资金成了“拦路
虎”。就在合作社经营困难之际，九台农商行
试点“三权”抵押贷款(林权、土地承包经
营权、农村住房产权)，同时大力支持农村种
养殖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发展。雨田
合作社及时与农商行建立联系，不仅解了燃
眉之急，还找到了以后发展壮大的资金“后
台”。

“春耕马上开始了，我计划再去银行借钱，
因为耕种范围扩大了，还要更新一些农机具。
等到粮食收割，就能还上贷款。”李雨田信心满
满地说。据了解，合作社除自己承包的水田
107垧之外，还由原来为 247垧水田提供种子、
化肥等生产资料，发展到为 400 垧订单水田提
供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产量也由原来年产
大米 142 万斤，发展到年产大米 304 万斤，实
现了跨越发展。同时，对入社的农户来讲，省
去了种子、化肥、收割等费用，还由合作社集约
化管理，粮食产量和质量双升，平均每垧地增
收达 8000元。

“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吃上有机大米，
我们很用心地在研究。我们在武汉有专门的
秧苗培育基地，从东北带种子过去，培育出
来后送到海南种植，成熟后的种子再带回东
北来大规模种植。一般来说，经过 3 个以上
地域的培植，种子的质量有保障。”李雨田
说，现在雨田农民合作社通过规模化、集约
化生产出来的大米已经远销长春、沈阳、北

京等地。
对于九台市成为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李

雨田兴奋地说，这是一个好机遇，他准备将“公
司+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的方式推广下
去，从种植水稻推广到生态观光农业。采访结
束时，他指着一大片略显荒凉的原野对记者
说，未来这里会大变样，有鱼塘、有果园、有农
家餐馆，将成为九台市生态农业观光区⋯⋯

"墒情"二：
农产品加工国际化

在吉林省九台市风景秀丽的饮马河畔，坐
落着一家生产葵花籽的厂子。从 2005 年成立
之初的“家庭作坊”，成长为现在年产值 8000
万元的食品加工出口企业，向宇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前进的足迹见证了农村金融在改变农村
面貌、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中发挥的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2005 年，在九台市百货大楼当营业员的
张淑香下岗后，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创业初期
太难了。2005 年买下这块场地时，只有一座
废旧的房子，连像样的设备都没有。因为没有
值钱的房子、机器做抵押，也贷不到款。运营
一年后，也几乎没有什么效益。”张淑香回忆起
当时的困境，一切仍旧历历在目。那时候，她
已经看到国际国内果仁市场前景看好，但就是
因为缺少流动资金，不仅难以抓住发展壮大的
机遇，就连正常经营也难以维系。

张淑香说，不知道跑了多少部门，求了多
少亲朋好友，公司的境遇仍没有改善。2007
年，正在她几乎无路可走时，九台农商行在市
场调研时，了解到企业的情况，提出用“新技
术”给她提供贷款。

“公司当时没有固定资产抵押物，值钱的
东西就是产品。而这产品又分为仓储一部分、
海运途中一部分、在国外等待结算的还有一部
分。农商行创新方法，根据我们的库存和订
单，仅用了 3 天就贷给款项。”张淑香提起如同

“救命钱”的第一笔贷款，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007 年公司最艰难的时候，共获得贷款 300
万元，不仅有效缓解了资金瓶颈，也为 2008 年
实现销售飞跃奠定了基础。

2008 年，公司大发展，九台农商行又适时
提供 600 万元贷款。“我用了 3 个月就还了 400
万元。公司像齿轮一样，转动起来了。”张淑香
笑着说，那年公司实现销售额 1454 万元，出口
创汇 210 万美元，与几十个国家的客商建立稳
定的联系。

张淑香说，在银行的帮助下，公司资金充
裕，开始完善基础设施，比如建立健全化验室、
更衣室、喷淋消毒室等设施，建立办公楼、职工
宿舍、食堂等。“来做工的乡亲越来越多，能在
企业创造财富的同时，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付出终有回报，张淑香
不仅当选了九台市人大代表，企业还在 2008
年被评为长春市龙头企业。

2009 年之后，公司每年三到四次出国参
加博览会。张淑香激动地说，“这几年下来，我
一共贷款 4000 万元，正是农村金融的改革创
新让企业有了生命力！”在农村金融的强力支
撑下，向宇公司的规模不断壮大，市场竞争能
力逐步增强，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一家
以从事果仁生产、内销为主的小微企业，成长
为具有独立进出口权、产销一体化的现代化加
工企业，实现了企业发展的转型升级。

“今年我准备再贷 1850 万元，在现有给葵
花籽、南瓜籽等脱壳的生产线的基础上，拓展
深加工，比如给果仁‘加味’，变成咸的、麻辣的
等口味，并能够自己装罐销售。”张淑香说，自
从九台被列为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之后，贷款
更加便捷，她也准备放手大干一场。

"墒情"三：
农户种养规模化

得益于九台市农商行的“雪中送炭”，九台
市兴隆镇头道村村民杨广田实现了创业梦想，
家里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但在 2008 年
以前，杨广田家的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

杨广田一家 4 口人，那时全家一年只有 3
万多元收入，除了供一双儿女读书和基本开销
外，剩下的也不多。2008 年，家里盖了新房，
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此时，他萌生了养牛创
业致富的想法，亲朋好友帮他凑了 2 万元，但
启动资金仍存在很大的缺口。

就在杨广田一筹莫展的时候，九台农商行
信贷营销员了解到他家的实际情况。在深入
考察的基础上，农商行觉得养殖黄牛的发展前
景较好，有发展潜力，又适用于“畜牧丰”农户
养殖贷款的扶持对象，主动提出可以帮助融
资，并很快办理了贷款手续，发放了 12 万元

“畜牧丰”贷款。
2011 年，杨广田决定扩大养殖场规模，从

内蒙古一次性购进黄牛 200 头，但当时他的自
有资金只够买 150 头牛，还差 50 头牛的资金
没有支付。眼看着支付货款的期限就要到了，
杨广田又犯愁了，钱从哪来？九台农商行的调
研团队亲自带着贷款资料来到杨广田的养殖
场，进行现场办公，用其自建的农村住房、土地
经营权做抵押，向他发放了 20 万元“三权”抵
押贷款，杨广田成功扩大了养殖规模。

为提供更为简便、快捷、直接的金融服务，
九台农商行还在头道村设立了信贷员联络处，
派驻 1-2 名信贷员，随时了解养殖场生产经营
状况，协助企业管理，帮助收集市场信息，开发
合适的金融产品。

九台农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几年来该行
通过“融资宝”（“三权”抵押贷款）、“直补保”、

“农贷通”等系列产品，累计向杨广田提供了近
80万元的资金支持。

如今，在九台农商行的支持下，杨广田不
但拥有了黄牛养殖规模达到 400 头的养殖基
地，还与长春市皓月集团签订了长期的供销合
同。同时，杨广田通过运用传统酿酒工艺发
展，逐步开展多元化经营，酒糟用来喂牛，走出
了一条多元化、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通过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农村
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
系列措施，九台市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加快当地现
代农业化建设、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和推进城
乡一体化进程发挥重要作用。处于农村金融
改革探索中的九台市，不再只是拥有“土
壤”的产粮基地，更是依靠农村金融的有力
支撑，成为探索现代化种植、农产品加工、
发展养殖业的先行者，进一步从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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