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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 精准扶贫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扶贫资金和项目投向

不精准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必须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一些读者结合自己当地实践认为，金融扶贫

是帮助贫困农户实现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应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提高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的精准度。

近年来，通过金融扶贫的手段帮助贫

困农户脱贫致富，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

关注。其中，扶贫小额信贷已成为我国精

准扶贫的必要手段之一。2014 年，扶贫小

额信贷规模实现 988 亿，较 2013 年翻了一

番。这样的高速增长，一是得益于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央调整了扶贫战略，既强调区

域发展，又要精准到村到户。二是由于我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各地更加注重利用金

融资本推动发展。

当前，扶贫小额信贷发展主要面临三

个问题：一是规模不能满足贫困群众需

要，通过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新识别出

的贫困人口有 2970 万户，有贷款需求的贫

困户将近 1500 万户。但扶贫小额信贷发

放的对象中只有 3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二是部分金融机构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抵

押难、担保难导致了贫困群众贷款难。三

是由于贫困群众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金

融机构放贷征信成本高。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众贷款难问

题，必须发挥我国制度的优势，在普惠金融

服务的基础上，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采取

特惠的政策措施。2014 年 12 月，国务院扶

贫办、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等

5 部门印发了《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

的指导意见》，这是在扶贫开发进程中，首

个为贫困户获得贷款、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量身定制的文件，将有力推动财政扶贫政

策与金融良性互动，让贫困户贷得到、用得

好、还得上、逐步富。

提高贫困户获得贷款的满足度和便

利性，还要切实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建设

信贷服务体系。各地要发挥金融机构、

基层组织和扶贫驻村工作队作用，建立

服 务 到 村 到 户 的 扶 贫 小 额 信 贷 服 务 平

台，让贫困群众不出村即可得到贷款申

报、信用评级和授信等金融服务。运用

扶贫建档立卡工作成果，结合各项增信

措施，建立符合贫困户特点的信用评价

指标体系和信用评定制度，对申请贷款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专项评级授信，

降低贷款门槛。同时，将全国扶贫信息

网络系统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接，开

展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专项个人信用

档案工作，让贫困户终身受益。

二是设立风险补偿金。目前群众联

保、互保等信用保障工具还不完善，需要政

府拿出增信手段，建立资金池，分散和化解

信贷风险。

三是加强政府银行合作。扶贫小额信

贷将财政扶贫政策和信贷资金有效结合，

共同为贫困群众提供特惠扶持。地方政府

应与金融机构密切合作，与涉农银行签订

贷款协议，形成特惠的、可持续的、风险可

控的小额扶贫贷款业务运行体系。

四是着力提高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的组

织化程度。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发

展扶贫特色优势产业，使扶贫小额信贷实

现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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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农户要发展，往往因缺乏担保抵
押资产难以获得银行贷款。我们广西田东
县通过建立信用体系，以扶贫小额信用贷
款解决贫困农户发展生产资金难题，实现
了信用评级与精准扶贫的“联姻”。

一是整合信息资源，建立扶贫信用信
息系统。把全县农户家庭收入等经济指
标和道德品质、社邻关系等社会信息一并
录入扶贫信息系统，再与民主评议结合起
来，精确识别贫困户，实现扶贫小额信贷
的精准定位。二是开展信用评级，发放扶
贫小额贷款。加强政府引导，建立贴息和

风险分担机制。在地方特色产业带动下，
贫困户通过增强经济实力、累积信用记录
来提高信用等级和贷款额度，逐步形成农
村信用体系和扶贫攻坚开发的良性促进
机制。

当前，在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过程
中还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农户信息
采集难度较大，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有待
提升，扶贫信贷针对性不强；金融机构发放
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盈利性不强，内生动力
不足，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审批权限
上收，县级支行很少开展小额信贷业务。

针对这些问题，首先，要强化农村信用
信息基础建设。建立统一的农村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推进各部门信用信息的交换与
共享，降低工作成本。其次，要建立科学的
动态的信用评级机制。再次，要充分激发
金融机构的信用建设积极性。鼓励奖励县
域涉农金融机构业务下沉，加大对贫困村、
贫困户的小额信贷投放力度。同时，设立
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风险补偿基金，形成

“信用+担保+保险+风险补偿”联动机制，
全方位保障贫困户融资需求。

(广西田东县委书记 王 军)

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贫困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基础
脆弱，农村生产经营者信誉等级低，成为制
约农村脱贫的一大瓶颈，必须加快创新扶
贫开发机制，加大金融扶持力度。

首先，政府要为农村金融服务创造条
件。可利用现有资源，通过互助资金、保险
保障等手段，有效提高农户生产经营管理
能力和水平，进而增强经济实力和发展能
力，提高信誉等级和还款能力，增强贫困地
区“造血”功能。

其次，多方通力合作，为扶贫小额保险
增添保障。2011 年，四川省旺苍县与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合作，启动了农村扶贫小额
保险工作，在 18 个贫困村互助社开始试
点。试点以来，全县发生 8300多例保险赔
付案件，化解了 400 多个家庭因意外伤害
死亡返贫的风险。

再次，创新担保方式，让互助社成为金
融部门的“零售商”。2009 年，为引导更多
信贷资金投向“三农”,切实解决农村融资

难问题，旺苍县龙凤乡锦旗村开展试点，由
财政向试点互助社提供担保资金，信用社
按担保资金的一倍向试点互助社授信，在
授信额度内，社员按照互助资金操作模式
和流程在互助社进行借还款。既解决了社
员资金需求增加而互助社资金不足的矛
盾，又解决了金融部门扶持“三农”因信息
不对称、贷款成本高的难题，实现了社员、
互助社、金融机构相融互促。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刘维嘉)

加大金融扶持力度

贫困农户之所以融资困难，主要原
因在于他们无法达到传统金融机构的准
入门槛。比如，传统金融机构需要贷款
客户有完整的财务报表，有合格的抵押
物或担保人等，因为这样可以降低金融
机构的贷款风险和运营成本。而贫困农
户需要的单笔贷款额度很小，又缺乏财
务报表及合格的抵押物，也很难找到公
职人员为他们提供担保。因此，在贫困
农户和金融机构之间，似乎横亘着一座

难以逾越的“大山”。
要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门槛问题，一

是给贫困农户增信，使贫困农户能进入
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比如由政府出面
建立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鼓励公职人
员或致富带头人为贫困户提供担保，提
供贷款贴息，为金融机构建立风险补偿
金或奖励基金，协助金融机构对贫困农
户开展信用评级等工作。二是创新金融
服务理念，降低服务门槛，将金融服务

送到贫困农户的家门口。如一些社团组
织 在 贫 困 地 区 发 起 设 立 公 益 性 小 贷 机
构，以及各级扶贫部门支持贫困村设立
村级互助资金等。

金融扶贫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必须从提高贫困农户的贷款能力和降低
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这两个方面同时发
力 ， 才 能 推 进 金 融 扶 贫 工 作 的 深 入 开
展，帮助更多农户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扶贫发展中心特聘专家 刘冬文）

降低贫困户信贷门槛

银 行 午 间 服 务

不 应 打 折
近日，笔者利用午休时间到银行

取钱，发现偌大的营业厅内，只有两
个柜台窗口开启着，柜台前的两名营
业员都在伏案办理业务，等待叫号的
顾客已经排起了队。与繁忙的人工窗
口对比，银行里几台自动取款机却少
有人问津。

笔者虽然在银行附近上班，但每
天上下班的时间和银行营业时间差不
多，所以只能趁午休时来办理业务。
由于不少银行周末也休息，故而附近
一些居民也常趁非周末的午间到银行
存取款。但是，有些银行中午的服务
质量却“打了折”：办事窗口少，顾客
多，排队时间长。经常听到顾客抱怨
银行午间“服务跟不上”。还有一些顾
客无奈地说，好多银行都或多或少地
存在这些问题，已经见怪不怪了。

作为服务性单位，银行的职责应
是尽最大努力满足顾客的合理需求，
为顾客提供方便、便捷的服务。针对
顾客反映的问题，银行应及时作出回
应，尽最大可能改善并提升午间服务
水平，让顾客办理业务更加便捷、高
效、满意。

一是要重视研究解决午间服务存
在的各种问题，确保顾客办理业务的
便利性。银行正常营业窗口可通过员
工轮流用餐、加派工作人员、提前预
约、错时或延时服务等方式，努力满
足顾客午间存取款需求。

二是要不断改造并提升现有的银
行叫号排队系统，使之更加人性化、
更加高效。午间存取款业务应不分普
通顾客和 VIP 顾客，一般先到先办，
后 到 后 办 。 对 年 老 体 弱 者 、 残 疾 人
士、孕妇等应该以人为本，多一点人
文关怀，为他们开设绿色服务通道；
对前来办理存取款业务者要适时强化
引导、指导、辅导服务，从而畅通业
务流程，提高存取款效率。

三是要重视非人工存取款业务的
拓展。积极推广芯片银行卡，降低换
卡费用，用芯片银行卡逐步取代磁条
银行卡，从技术防护等措施方面确保
银行卡资金安全，让持卡人吃上“定
心丸”，从而愿意持卡办理存取款业
务 ； 同 时 ， 要 降 低 银 行 卡 使 用 手 续
费，逐步提高顾客通过银行卡办理存
取款业务的比重，减轻银行服务窗口
的工作压力。

（云南省曲靖市 彭竹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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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节日市场

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是城市管理面临
的难题。一方面，由于城市正规就业的空间有限，
大量进城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员受自身结构性
因素的限制，“摆摊经营”成为其获得生存资本的
简易途径。另一方面，城镇化对社会环境和交通秩
序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城管等部门不得不采取

“严打、严管、严控”管理模式。
要解决小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应以疏导为

主，一要协调城市各方利益，整合“市场、城管、社
区和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合理规划出流动摊贩经
营区域和定时定点摊档，疏导小贩经营空间，并优
先照顾失业人员、低保人员、残疾人员、失地农民
等。二要加快各职能部门转型，变管理为服务。城
管部门要严格遵循文明执法、理性执法的原则，引
导摊点进入指定地点经营。劳动就业等部门可在
政策允许范围内，对其中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群
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并为他们提供一些就业信
息，或是直接提供爱心岗位，使其主动“改行”。

（中南大学 谷中原 张贵生）

以 疏 为 主 解 城 管 难 题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养生热潮持续升温。电视台的各类养生节目层
出不穷、微信微博中各种健康秘籍屡见不鲜，城市里

“养生堂”、“保健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由
于缺乏监管，养生市场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局面，不仅
干扰了市场秩序，还对群众的健康造成危害。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目前医疗资源不
平衡，群众求医心切；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健康养
生需求加大，而全民医疗知识普及严重滞后，群众
健康素养尚待提高。对此，一是要加强监管。提高
行业的门槛，对其场所及卫生、安全，对执业者的
资质等提出明确的刚性标准，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
批；又要对其经营行为实施常态的监管，该整改的
整改，该取缔的取缔。二是加强引导。广大医务工
作者应加强正面导向，扩大传播影响力，让民众具
备一定的健康素养和辨识能力，使健康养生产业朝
着良性方向发展。三是加快人才培养。全面开展
养生专业人才培训，建立养生专业人才评价体系，
提高养生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水平、职业化素质和
职业化能力，从而推动养生市场实现健康发展。

（江苏省金坛市 印荣生）

健 康 养 生 市 场 待 整 治

1 月 27 日《经济日报》以《条条措施转作风》
为 题 ，报 道 了 贵 州 省 公 安 机 关 深 入 推 进 作 风 建
设，结合实际推出 64 条便民利民措施，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的做法。笔者认为，这些做法值得各地
借鉴。

窗口机关，是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工
作人员的工作态度、作风、质量，影响着人民对党
和政府的评价与信任。因此，行政审批机关和窗口
单位必须以便民、利民为原则，切实改进作风提高
效能。而作风转变的关键，是要让服务对象看到实
实在在的行动。机关窗口单位要在审批事项的设
定上下大力气，在审批流程规范上花苦功夫。要严
肃工作纪律，整顿机关作风，强化窗口管理，提高
服务效能。同时，积极引入群众监督，将服务效果
的好坏、服务对象满意不满意作为考核服务主体的
依据，明确责任、精简流程，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通过转变作风，擦亮窗口，加强与人民的血肉联
系，树立政府形象。

（重庆市武隆县 杨 敏）

转 变 作 风 要 见 真 行 动

让 养 老 金 领 取 更 便 捷
1 月 16 日《经济日报》刊发《1.4 亿城乡老人老有

所养受益大》一文，报道了我国首次统一提高全国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消息。

70 元的基础养老金，看似不多，但有了这个钱，
可基本满足农村老人的米、油、盐的需求，对农村老
人来讲是一件大好事。但不少农村老人表示，领取
养老金太麻烦。一是出行难。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针
对的是超过 60 岁的老人，这部分老人大多年老体
弱，出行较为不便。二是银行业务办理难。城镇上
的银行网点窗口不多，业务量大。有些老人取款数
额达不到百元，无法使用自助取款设备。

要把养老金及时发放到农村老人手中，还需要
从细节入手，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一是要让银
行终端进入农村，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领取养老金；
二是金融机构和社保部门应形成合作机制，以签订
协议等方式，通过“业务代理人”把养老金送入老人
手中，从而真正提高农村老人生活水平。

（山东省惠民县 郑 超）

许 滔作

③

上图 1 月 26 日，山东无棣县张郭桥村齐鑫种植食用菌合作社村民正在采摘蘑

菇。2014 年以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与该村对口帮扶，新建 2000 多平方米高标准

食用菌大棚，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右图 近年来，江西省广昌县创新工作机制，大力推行采取“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新型贷款模式，帮助贫困群众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图为该县赤水镇回辛村兰氏

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户正在饲喂肉牛犊。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上图 陕西省吴堡县开展扶贫

互助社建设，为贫困农户提供互助资

金。图为农户利用扶贫互助资金发

展养殖业。 李 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