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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村采访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原以为大户们为难的是如何扩大土地规

模，不料所到之处，许多大户说，扩大

规模倒不难，农民都愿意租地，愁的是

贷款难。有的大户提到伤心处，竟然流

下了眼泪。

农贷难是多年的顽疾，记者 10 多年

前就参与过调查。这两年，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不断产生、壮大，他们的经营

能力、管理能力和还贷能力都比传统农

户有很大提高，而且这些年从中央到地

方对方便农民贷款既有政策要求，也有

具体措施，按理说农贷难应该明显缓解，

但实际情况很难遂人心愿。

仔细分析其中原因，银行有银行的困

难，大户有大户的理由。对这些困难和理

由，多年来多个部门都在探索解决，答案

给出很多，但现实依然很“骨感”。那么，现

实中到底有没有解决的路径呢？在山东寿

光县纪台镇铁匠村，记者遇到了正好进村

的乡村信贷员牟晓茹，听她谈起了农户贷

款难的解决之道。在牟晓茹看来，农民贷

款本来不应该这么难。

牟晓茹是邮政储蓄银行潍坊分行寿

光支行的优秀信贷员，2009 年开始在寿

光走乡串村搞农业信贷。因为业绩出

色，年前刚刚被寿光支行聘为业务主

管。谈起农贷，牟晓茹说了三句话。第

一句：农户最好打交道。牟晓茹做乡村

信贷员 5 年，经她之手累计发放贷款超

过 5000 万元，总共涉及 1000 多农户，没

有发生一例恶意贷款。唯一一笔不能按期

偿还的贷款，是因为大棚育苗投资过大过

猛，大户一下子缓不过气来，但现在并没

有丧失还贷能力。

第二句：农户真需要关心。牟晓茹

说的关心，首先是真正了解农户的投资

需求和投资意愿，帮助他们分析利弊得

失。许多农户习惯粗放经营，比如秋天

卖 了 5 万 元 棒 子 ， 他 会 以 为 这 都 是 赚

的，忽略了此前的各种投入，一高兴就

会超前消费，所以信贷员要告诉他如何

核算成本。其次，要严格按制度办事。乡

村信贷不能搞人情信贷，不能搞送礼请

客，这些事情在熟人环境里最容易出岔

子，也最容易毁农户。“一个严格的信贷

员，能把风险控制在 90%以上。”

第三句：农贷需要不断创新。按她

的理解，邮储开展信贷业务不过五六年

时间，在银行圈里属于后起之辈，油水

大的领域基本都被别人占了。邮储银行

要想发展，只能靠业务创新拓展新领

域。在具体路径上，寿光支行因地制宜

地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在邮储系统内

首笔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为担保

方式的家庭农场贷款，就是寿光支行办理

的。拿到这笔贷款的浩宇家庭农场主王洪

亮说，他能够成为邮储银行的客户，也是

因为邮储推出了符合他需求的产品。

分析牟晓茹的 3 句话，实际概括了缓

解农贷难的 3 个核心问题。农户最好打交

道，说的是农户的诚信与信用是可靠的，

没有信用，农贷难将无法解决。农户最需

要关心，说的是农户作为相对的弱势群

体，银行的产品设计和产品开发，都需要

设身处地从他们的需求和条件出发，实事

求是地替他们着想，否则，所谓金融支农

就是隔山传音。农贷需要不断创新，说的

是银行业的改革创新问题，农贷难千难万

难，难在改革不够、创新不够。比如，一些

大户反映，银行的贷款抵押、贷款审批、还

款方式都与农户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距

离，有时急需贷款就是贷不到，节令过了

又能贷了。

牟晓茹是最基层的信贷员，她对农

贷的实践与感悟，很直接，也很简单，

但触及到了农贷难的核心，实际上也是

解决农贷难的钥匙。好好总结这几句话，

真心实意地替农户着想，农贷原本不该也

不会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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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贷本不该这么难
瞿长福

当前，湖南省棉花正处于育苗阶
段。从各方传递出来的信息显示，今年
棉农的种植意愿较为低落。

今年 1 月至 3 月，湖南省农业厅农
经处对 15 个主产棉市县区的种植意向
进行了调查。据调查结果显示，农民种
植棉花意向面积同比减少 31.5 万亩，
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 9.8%。

据常德市农业局调查，预计今年常
德植棉区棉花种植面积为 145 万亩左
右，较去年减少约 10%。

导致今年湖南农民种植棉花意愿大
幅下降的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是因去年旱灾减产减收所致。
去年 7 月至 8 月特大干旱和 9 月至 10 月
的多次强台风，导致棉花单产、品种、
收入同步下降。其次是国家调整棉花政
策的影响。今年国家对棉花调控政策作

出了重大调整，取消棉花临时收储，启
动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其他棉
花暂不收储，也不补贴。农民担心今年
棉花无人收购，价格更低，出现“卖棉
难”。在去年棉花减产减收和今年棉花
新政的双重冲击下，地方政府为确保完
成粮食生产任务，也在狠抓调结构，扩
种粮。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种棉的积
极性严重受挫。

尽管湖南主产棉区减少棉花种植面
积已成定局，但农民调整种植结构的难
度很大。

原因一：洞庭湖区植棉历史悠久，
农民祖祖辈辈以种棉为生，临时改种其
他作物，既无经验，也无技术，农民担
心种不好，卖不出去。安乡县经作站站
长卜茂平介绍，前两年有人承租 2000
亩棉田，改种玉米、大豆，在收割季节

遇到多雨天气，玉米霉变，结果无人收
购，血本无归；大豆也基本烂在地里，
损失惨重。

原因二：近 10 年来，湖南主产棉区
在国家优质棉基地建设项目的强力支持
下，已经建成了农田基础设施基本配套
的优质棉生产基地。而且，湖南棉花种植
条件好，布局高度集中，植棉水平高，复
种指数高。棉花已成为棉花基地农民的
主要收入来源，种棉仍是农民的首选。

原因三：洞庭湖现有的 300 万亩棉
花，大部分集中在旱地和荒滩上，这些
旱地已成为高产稳产棉花基地，在短时
间内当地既无财力投入改造成水田，农
民也不愿意改来改去，浪费财力、物力
和人力。

种棉花，还是不种，洞庭湖棉农面
临两难选择。

两难选择：种，还是不种
——湖南省棉花种植调研

肖 力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今年湖北省棉花
种植面积将大幅调减。

一是主动调减。以前，农民种棉积
极性不高时，政府往往采取措施稳定面
积。今年，不仅农民不愿种、主动减，
政府和农业部门也在积极引导棉农调整
种植结构。

二是大幅度调减。湖北省在近 5 年减
少 191.1 万亩基础上，今年预计还将调减
100 万亩左右，减幅 15%左右，是历史上
调减幅度最大的一年。

三是普遍调减。棉花大县减少较多，
非主产区也不同程度减少。天门、潜江都
减少 7 万亩以上，监利、仙桃分别减少
2.3万亩、3.3万亩。

四是有减有稳。农业部门引导农民重
点调减皮棉单产低于 80 公斤的低产、分
散、多灾棉田，稳定单产 90 公斤以上的
集中优势产区和高产、稳产、高效棉田。

五是调减对供需总量关系影响不大。
去年因高温干旱平均每亩棉花减产 3 公斤
多，今年如气候正常，措施到位，平均单
产可望恢复 2012 年水平，对因面积调减
影响的总产有一定的弥补作用。

据调查分析，调减棉花面积的主要原
因有多方面。生产成本高、比较效益低。
仙桃市胡场镇四号村村民刘军平说，2013
年家里种了 60 亩棉花，亩投入达 1175 元，
比上年增加 88 元。亩产籽棉 246.4 公斤，
比上年减少 42 公斤。籽棉售价由 8.2 元/
公斤下降到 7.6 元/公斤，亩均效益 698 元，
比上年减少 173 元，比种植中稻亩收益低
189 元。二是机械化程度低，用工多。四
号村党支部书记汪文进说，棉花生产大多
是秧苗移栽、人工采摘，机械化程度低，
费工费时。三是生育期长，灾害多。四是
市场政策变化，收益难以预期。

湖北棉花面积

大幅调减
——来自农业部“百乡

万户调查活动”的调研报告

山东肥城打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组合拳”——

非常“6+1”成效有几何
本报记者 张 雪

作为河南省农村改革
发展综合试验区，信阳市
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大
胆创新，通过对农民“五
权”确权，破解农民融资难
题，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所谓“五权”，即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
地承包经营权、水域滩涂
养殖权、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先行
试点的浉河区、平桥区严
格按照“调查摸底、公示定
案、勘界确权、落实主体、
申请登记、审核备案、颁发
权证、建立档案”的八步流
程，进行确权颁证。试点取
得成效后，信阳迅速在全
市农村推开“五权”确权颁
证 ， 并 且 建 立 起 了 市 、
县、乡三级担保网络，出
台了 《信阳市农村物权确
认和抵 （质） 押担保暂行
办法》，把农民的林权、
农机具等都纳入抵押担保
范围。

据了解，“五权”抵
押担保贷款的主要途径有
两个：一是对金融机构认
可的林权、水域滩涂使用
权，直接拿到银行进行抵
押贷款，有关部门做的主
要工作是与辖区有关金融
机构签订农村物权抵押担
保借款合作协议，加强与
金融机构的沟通协作；二
是对金融机构不认可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
权，建立抵押担保中心，有需要贷款的农户向担保中
心提出申请，并以物权证作为抵押，由担保中心对农
户的信用、资产等信息进行认证评估后，向金融机构
担保贷款。

农民有了物权证后，还得有合适的金融机构愿意
提供贷款。被信阳农民称为“草根金融”的农村资金互
助合作社应运而生：光山县成立了河南省第一家“土地
银行”，浉河区成立了全省第一家“林业银行”，罗山县
在全省率先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潢川县爱国
村首创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

返乡创业的农民孙向阳告诉记者：“2011 年，我在
陆庙核心区苏庙村陶湾、山头两个村民小组流转土地
近 1000 亩，建设核桃基地。2012 年，资金周转不过
来，我就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部分林权抵押给平桥区
信用担保中心，由他们担保，在平桥恒丰村镇银行贷款
100 万元。现在，基地已初具规模，预计年纯收入能达
到 50万元。”

对农民的土地进行确权颁证，极大地推动了农村
土地流转。目前,信阳既涌现出拥有几千亩甚至上万
亩土地的种粮大户，也出现了一大批以家庭为主、经营
几百亩土地的流转小户。

河南信阳

—
—

农民

﹃
五权

﹄
可以抵押贷款了本报记者

党涤寰

在山东省昌乐县宝都街道梁庄村的一个蔬菜大棚
里，只见一株株瓜秧顺藤而上约半米高,翠绿的瓜叶上
沾着晶莹的露珠,50 岁的瓜农赵延华正在大棚里忙碌
着。“我种的都是昌乐西瓜,有着响当当的名号,市场上
很畅销。”赵延华说。

为了唱响“中国西瓜之乡”品牌,昌乐县加大财政
补贴力度,引进大型育苗企业和优良品种,推广了全美
2K、全美 4K 等优质西瓜品种；研发西瓜病虫害物理防
控、水肥一体化等实用技术；建设大型专业西瓜市场,
统一西瓜标识。2013 年,“昌乐西瓜”被确定为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

乔官镇是昌乐的农业强镇,发展起了乔新、宝石沟
等多处高标准农业示范基地。“发展现代农业就得市场
化,农产品要进入市场就得有立得住的品牌,我们根据
当地地理人文特色,注册了‘隋姑山’、‘黑山’、‘淳正’
3 个农产品品牌,有 54 种农产品通过无公害、绿色认
证。”乔官镇宝石沟农业种植基地负责人郑玉堂说。

目前,宝石沟基地除了得到各地采购商的青睐外,
还在潍坊各居民小区设置 26 处社区配送中心。“顾客
对我们基地产的农产品认可,吃得安全、放心,做好品
牌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郑玉堂说。

目前,昌乐共有农产品商标 135 件,其中 2013 年
新申请注册 20 件，并且成功注册了昌乐西瓜、高家河
苦菊 2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昌乐唱响“农字”品牌

本报记者 单保江 实习生 范丹丹

在山东省肥城市新城街道大桥村村
委会的办公楼外可以看到 3 块牌子,“大
桥村支部委员会”、“大桥村村民委员会”，
最 新 的 一 块 是“ 大 桥 村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去年 6 月，大桥村作为肥城市首批
46 个农村集体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村，对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进行了摸底，并
在此基础上将资产作股量化给村集体组
织成员，进行股份制改造，挂牌成立了股
份经济合作社。

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让农民手中的权利更实在

如今，大桥村的 529 位村民同时拥有
村民和股民的“双重身份”。翻开村民李
怀炳家的股权证，所有家庭成员作为股份
经济合作社股东拥有的股份数清晰记录
在册。“凭着这个红本，我们可以领到合作
社的分红。”这让李怀炳比从前更关心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

在大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怀强眼中，产
权制度改革改变了过去村集体资产“人人
有份、人人无份”的局面，将村集体资产量
化到人，实现从“集体所有”到“按股共
有”，让农民从壮大的集体经济中直接受
益。产权制度改革也给李怀强和其他村
干部带来压力：“我们村集体经济必须要
发展，不然到年底合作社没有分红，没法
跟股东交代。”

“长期以来，农村集体收入低，农村发
展乏力，究其根源，往往和农村资产产权
模糊有关。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农村资
产归属和权益难以得到认可和保障，属于
看得见却用不上的无效资产。”肥城市委
书记张成伟说，必须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让农民手中的权利更实在。

改革的路如何走？肥城市决定改变
单项突破的惯例，尝试“组合拳”，提出

“6+1”的改革框架，推进包括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
颁证、农村房屋登记颁证、农村集体林权
配套改革、农村水利产权改革等 6 项改
革，建立 1 个平台，即农村产权交易融资
平台。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
系统工程，基础是确权颁证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要先对村集体资
产和农民的一些权利进行确权。”张成
伟说。

确权发证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
础。肥城市王瓜店街道尚古庄村村民栾
兴国拿出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将
他家承包地的面积、四至等内容逐一列
出：“手里有这个证，流转土地的时候心里
有底了。”尚古庄村从去年开始推动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卫星影像结合实测，
确定各户承包地的面积和位置，颁发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尚古庄村党支部书

记王希平说：“这项工作虽然繁琐，但非做
不可。”确权发证后，村民流转土地更安
心，流转积极性更高，对于规模经营的大
户来说，也更方便申请贷款了。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是确权发
证，核心是将产权实现市场化流转。”张成
伟说。去年 8 月 31 日，王瓜店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正式挂牌营业，当日完成了 3 笔
产权交易，总交易额 36 万元。王瓜店街
道办事处新农村办公室主任潘明辉说，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可以推动农村资源资本
化，实现农民增收多元化。随着交易中心
的影响力扩大，前来咨询和交易的人数逐
渐增多。“有时一笔交易吸引多个业主竞
价，农民的收入能比预想高一倍。”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既急不得，也等不得。肥城先行
一步，打出一套“组合拳”，激发农村经济
发展的活力，会让农民享有更多财产权
利，尝到更多改革甜头。

5 月 8 日，四川省岳池县乔家镇西板乡的“双抢”应

急民兵，正在帮助缺劳力农户挑运刚从田间收获的油

菜。“立夏”已至，农村已进入“双抢”大忙时节，为做到

颗粒归仓、满栽满插，当地干部群众抢收抢栽。

海 鹰摄

5 月 7 日，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职

工驾驶农机对刚出苗的棉

花追施有机肥。

眼下，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二十九团种植的 12.6

万亩春播棉花正陆续出苗

显行，广大职工正抓住气

温持续升高的有利时机进

行放苗、中耕、施肥、除草

等田间管理，确保棉花稳

健生长，力争今年有个好

收成。

杜炳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