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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甜蟹肥”促增收
本报记者 文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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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金融服务助推脱贫“加速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贵州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总贫困人口的七分

之一，是扶贫开发的主战场。近年来，贵州农村信用联社主动融入贵州脱贫攻坚战，牢记助农脱

贫使命，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使贵州省的脱贫工作呈现出新气象

发展产业有靠山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德新镇丰
收村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属于省级
二类贫困村。全村671户人口中，有
388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共计1220
人，贫困比例高，脱贫难度大。2016
年5月份，贵定农村信用联社开始在
该村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 5 万元
以下、3 年期以内、免除担保抵押的
政府贴息精准扶贫“特惠贷”贷款。
自此，丰收村的脱贫工作呈现出新
气象。

铜仁市松桃县棉花山村利民兴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华俊告诉记者：

“信用社的‘特惠贷’让我们贫困户发
展产业有靠山。”

刘华俊从小因病导致左手缺陷，
干不了重活，10 多年来一直靠养鸭
维持全家的生计。他说：“养殖业利
润薄，要想致富必须扩大规模。”得知
他的想法后，村两委决定扶持刘华俊
成立养殖合作社，带领全村贫困户抱
团扩大养殖规模。

贫困户抱团创业得到松桃信用
联社大力支持，分别向社员农户发放

“特惠贷”5万元，建圈舍、购仔猪、买
饲料，解除贫困户产业发展无本金
之忧。

2015 年，松桃县启动 100 万头
生猪代养、加工项目，全县陆续成立
农民专业合作社 27 个，新建养殖场
67 个，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发
展体系，全面推行生猪产业“十统一”
改革，为贫困户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
的产业发展脱贫之路。

在平坝县塘约村，2014 年 12 月
份，村两委牵头成立了“塘约村农民
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运作，
将村里的土地流转后用于农业种植
发展，但苦于村集体经济不足 4 万
元，没有启动资金。

2015年初，在了解到塘约村的困
境后，平坝联社以信用工程建设、普惠
金融、信贷产品开发、推动农村产权改
革为抓手，加大对塘约村合作社支持
力度和产业扶贫工作力度，村里57户
贫困户在农信社“特惠贷”信贷资金支
持下，将资金及土地入股合作社，农民
变身为“股民”。

“‘特惠贷’将政府财政扶贫资
金、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与农信社
信贷资金‘联姻嫁接’，一方面以有
限的财政资金撬动数倍乃至数十
倍的金融资金投入到扶贫工作中，
放大了财政资金的扶贫作用；另一
方面紧盯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一特
殊群体的发展需求，变‘大水漫灌’
为‘精准滴灌’，有效提升了脱贫攻
坚的实效性和精准度。”贵州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
宋锐说。

抱团助整县脱贫

“农信社支持我们村里开办了辣
椒产业扶贫项目，我家去年试种 15
亩，在家门口种植，肥料、薄膜、辣椒
苗、农药免费领取，种植期间有技术

‘田间课堂’，半年就赚了 4 万元，再
也不用出门到处打零工了。今年还
要扩大规模继续种！”务川县前进村
村民王太练说。

2018 年，贵州农信社捐赠 602
万元资金支持前进村办起辣椒加工
厂，将捐赠资金和政府财政投入资金
量化到贫困户后入股到农民专业合
作社，新建三条辣椒烘干线、冷库、育
苗大棚。

前进村村民依托贵州农信社发
展起来的辣椒产业扶贫项目，从种到
销，一路绿灯，辣椒产业收益的 70%
分红给贫困户，20%用于村集体分
红，10%用于管理公共事业。目前，
该项目已发动前进村种植辣椒1084
亩，覆盖全村10个组，助推全村贫困
户343户1614人加速脱贫。

贵州农信社2015年结对帮扶务
川以来，在务川县开展公益项目 24
个，累计无偿捐赠金额 2.3 亿多元，
解决了县、乡镇卫生院急需的医疗设

备；帮助解决58个贫困村1.6万户农
户的饮水困难；改善67个贫困村文、
体、环、卫设施等。累计投放信贷资
金103亿元，涉及农业产业、旅游、教
育、医疗、新农村、易地扶贫搬迁、基
础设施等多个领域；累计发放“特惠
贷”5.29 亿元，贷款面超过 50%，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

提升扶贫精准性

贵州农信社不断创新扶贫开发
方式，着力提升金融扶贫精准力度。

开展“农村信用工程”。截至
2018年9月末，全省评定信用等级农
户 706.44 万 户 ，农 户 授 信 总 额
4206.76亿元；累计创建信用组12万
多个，信用村 1.27万个，信用乡（镇）
986个，信用县21个。

实施“信合村村通”工程，基础金
融服务全覆盖。在贵州省建立“信合
村村通”便民服务点 1.7 万多个，行
政村全覆盖，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构建了“覆盖省、市、县、乡、
村五级、联通全国”的服务网络体系。

建立驻外农民工服务中心，服务
跟着农民工走。贵州农信社在贵州
籍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北京、广东、福
建、云南、江苏、浙江等省区市设立13

个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截至2018
年9月末，支持农民工在外创业贷款
27.7万户，金额130.9亿元；支持农民
工返乡创业贷款 64.12 万户，金额
493.62亿元；发放困难帮扶创业贷款
36.63万户，金额144.93亿元。

创建“金融夜校+”模式，扶贫扶
智扶志相结合。2014年开始，贵州农
村信用联社在全省范围内开办金融
夜校，利用晚间或农闲时间到田间地
头为农户传播金融知识。目前，全省
累计举办金融夜校 54.95万场次，培
训人数达1461.86万人次。

黔南农信社率先在全省打造金融
夜校升级版，开办“农村金融致富学
校”，采取固定办学的方式，通过“金融
夜校+电商”“金融夜校+创业”“金融夜
校+民间文化”等方式，为群众讲解扶
贫政策、金融知识等，挖掘致富带头
人，帮助农户提高创业就业能力。

搭建助农脱贫流动服务站，构建
普惠金融新平台。创新开展“助农脱
贫流动服务站”，实现只要有无线网
络覆盖就可办公营业，进村入寨为群
众办理开户、转账、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等业务，把传统的金融业务变成

“长腿银行”，既便捷灵活又及时高
效。目前共建立助农脱贫流动服务
站1476个，服务1.5万个行政村。

荔波农商行通过金融夜校向群众传播金融知识。 （资料图片）

“这种甜叶菊制成的菊糖，甜
度是蔗糖的 300 倍，热量却是蔗糖
的 1/300，国际市场供不应求。我
们合作社去年销售甜叶菊苗 2 亿
株，一株苗成本是 3 分钱，卖 6 分
钱，可以赚 3 分钱，光育苗一项，苗
农的利润就达到600万元！”安徽省
明光市飞莲甜叶菊专业合作社社
长、中国甜叶菊协会理事何正东告
诉记者：“2017年我们销售了 1000
吨甜叶菊干叶，销售收入达1800万
元。2018 年我们又流转了 800 亩
土地，建成 1500 个大棚，甜叶菊苗
木产量提高到 4.5 亿株，销售收入
达到2700万元！”

来到明光市管店镇新管村，一
排排大棚甚是壮观，大棚里的甜叶
菊长势喜人。据介绍，管店镇已有
30多年的甜叶菊栽培历史，连续10
年 销 售 甜 叶 菊 苗 木 超 10 亿 株 ，
2018 年创下历史新高，育苗面积
3500亩，育苗大棚近5000个，育苗
近18亿株，占全国甜叶菊育苗总量
的2/3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甜菊
之乡”。

“新管村虽然还是贫困村，但
是脱贫不是问题！”何正东说。

“我 2016 年加入合作社，承包
了 2 个大棚，一年毛利就有 6 万多
元。”村里的贫困户吴华柱说。

管店镇党委副书记邱依胜告
诉记者，镇上基本形成了甜叶菊育
苗、栽培、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
群，目前已注册从事甜叶菊育苗、
销售的专业合作社28个，从事甜叶
菊苗木育苗及销售的经纪人约200
人，可带动约 1500 户（其中贫困户
约 60 户）通过育苗种植增收，同时
解决 7000 人的务工增收需求。“就
甜叶菊一项，全镇人均增收 4000
元，户均增收1.6万元。”

明光市拿得出手的特色产业可

不止甜叶菊一项。明光女山湖的螃
蟹，也是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女山湖大闸蟹壳青肚白、金爪
黄毛，体大肉肥、膏丰黄满、味道鲜
美，曾被评为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
名牌产品。

女山湖镇采取多种措施，扶持
贫困户开展特色养殖。女山湖镇
马沉涧渔民刘俊好告诉记者，去
年的养殖收成非常好，“240 亩水
面生态养殖产量达 3 万斤，收入 70
万元”。

还有“明光绿豆”，已取得地理
标志商标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证
明。目前明光市已建立绿豆试验
示范基地 8 个，其中核心区涧溪种
植基地每年种植面积都在千亩以
上，直接增收300万元；

明光艾草。明光市对种植艾草
的贫困户给予 1000 元/亩的补助，
优选 10 个适宜种植艾草的乡镇建
立艾草种植示范基地，示范面积1.5
万亩，助农增收约1500万元；

明光稻虾。利用粮食生产发展
项目，对全市稻虾规模连片种养面
积在 200 亩以上的养殖户，经申报
评审后每户分别给予2万元的奖励
扶持。全市实施稻虾共育约 110
户，1.3万亩。

特色种养给明光市的脱贫攻
坚提供了强力支撑，明光市扶贫办
主任冯德斌告诉记者，2018年全市
甜叶菊年育苗 24 亿株，种植面积 2
万余亩，年产值 2.5 亿元；通过“公
司+农户+基地”的模式，带动贫困
户 180 户从事艾草种植产业，实现
贫困户人均增收2500元；加强新品
种引进、技术研究与推广运用，“明
光绿豆”产量由传统亩产50公斤左
右提高到 100 公斤以上；发展稻虾
共育带动了50多户贫困户，户均增
收5000余元。

江西省龙南县里仁镇正桂村以

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建设为契

机，重点打造“豆一碗”“酒一樽”等

“10个一”产业项目。李文锋是正桂

村的脱贫户，2015年返乡创业，利用

当地资源，经营起了养生茶和野生

药材生意，取名“茶一壶”。他免费

为村民提供农家养生茶等特色产业

技术指导，并引导附近村民通过互

联网把家乡的养生茶和野生药材销

往全国各地。“一人富了不算富，大

家都富了才高兴。”李文锋说。

本报记者 李景录 通讯员
何 敏摄影报道

① 李文锋（左一）在检查药材产

品质量。

②“茶一壶”公司员工在晾晒产

品。

③ 在“茶一壶”公司务工的村民

在加工产品。

“茶一壶”带富村里人

安徽省明光

市飞莲甜叶菊专

业合作社社长何

正东（左二）在给

甜叶菊育苗农户

传授冬季保苗管

理措施。

袁松树摄
（中经视觉）

在广西环江县川山镇何顿村大
沙坡沃柑红心柚种植基地，20名农
户正在忙着给地里的红心柚、沃柑
施肥浇水，还有多名农户在修建基
地的供水系统。

“贫困户没有项目，扶贫资金分
散用，干不成事。”环江县农经局局
长莫新庄说，“为此，县里引入环江
泰华农牧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政策
引导、市场主导、资金扶持与服务协
调等综合措施，由公司投资2200万
元 ，36 个 村 民 合 作 社 入 股 投 资
1800万元，创建了村集体经济扶贫
产业园沃柑红心柚种植基地。”

沃柑红心柚种植基地总经理杨
志向告诉记者，长期在基地务工的
农户有 40 多人，都是附近的贫困
户。“目前基地已与 16 位贫困户签
订长期务工协议，每月收入2500元
以上。”杨志向说。

沃柑红心柚种植基地发挥了
“影响一片、带动一群、造福一方”的
作用。2018 年起，实现 36 个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 4万元，预计 2020
年将达 5 万元以上，丰产期每年可
达20万元至30万元。

“经济发展滞后、就业机会不足
是环江县贫困的根本原因。环江县
通过八大特色产业和‘十大百万’扶
贫产业工程，由龙头企业、致富能人
带动发展村集体经济，激发了脱贫
动力。”环江县县长黄炳峰说。

2018年，广西环江县迎来了全
县村级集体经济的大丰收，实现了

“4 个 100%”：100%行政村（社区）
成立村民合作社；100%村级集体有

产业项目；100%行政村投入产业扶
持资金；100%村级集体经济有收
入。全县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项目
全覆盖。

环江县先后出台一系列产业扶
贫促进文件，投入村集体经济项目
扶持资金8186万元，主要发展光伏
发电和“跨地经济”，创建县村集体
经济扶贫产业园和村扶贫产业园、
特色农业基地等。

环江县投入 3036 万元发展的
贫困村光伏发电项目，覆盖全县60
个贫困村。截至2018年5月，37个
光伏发电项目全部竣工并网发电，
实现年底 60 个贫困村每个村的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3万元至8万元。

通过土地流转、招商引资，环江
县引入4家农业龙头企业创建了覆
盖103个行政村的县村集体经济产
业园 5000 亩，推行“农业企业+村
民合作社+股份合作+产业基地”的
产业发展模式，增加当地群众流转
土地收入180多万元/年，增加人均
务工收入约 1万元/年，村集体每年
优先享受保底收益5万元。

在产业全覆盖的基础上，为了
进一步提升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
平，环江县提出，力争到2020年，在
全县143个行政村（社区）建成特色
鲜明、示范作用显著的村级扶贫产
业园。“围绕构建高、果、游、园的发
展战略，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大力
发展壮大县级特色主导产业，推动
村级特色主导产业集约化、组织化、
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发展，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黄炳峰说。

广西环江因村施策发展经济

村级产业全覆盖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覃日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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