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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帮扶贫困地区脱贫“钱从哪里来”一直是个难题。在金融扶贫过程中银行里

的资金不能有效配置到农村实体产业上，急需一把“钥匙”打开金融流向农村的

那扇门。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在对广西田东县农村金融改革调查时发现，他们通

过12年改革实践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通过金融机构

网点建设、信用增级、扩大信贷、完善支付体系等方式，缓解了“农民贷款难、

银行放贷难、农村支付难”等压力，让金融手段有力地支持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金融服务如何金融服务如何““贷贷””动脱贫动脱贫
——广西百色市田东县农村金融改革广西百色市田东县农村金融改革调查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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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为破解“农民贷款难、银行
放贷难、农村支付难”等农村金融服务难
题，广西百色市田东县启动了以“农金村
办”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建立了
农村金融组织、信用、支付结算、保证保
险、抵押担保、村级服务“六大体系”，开
展金融扶贫，配套农村产权改革。

如今12年过去了，这项改革成效如
何？田东县农村金融服务探索出了什么新
路子？当前正在开展的农村金融改革“升
级版”进展如何？为此经济日报记者近日
赴田东县展开调查采访。

信用也能当钱使

百色市田东县位于广西西部，地处右
江盆地腹地，属滇黔桂连片石漠化贫困少
数民族地区，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的策源地。
2015年，有53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3276户52109人，贫困发生率为15.1%。
作为全国扶贫工作重点县，脱贫攻坚工作
难度很大，资金使用方面曾一度捉襟见肘。

“农村金融扶贫是国家实施扶贫政策的
有效手段，在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参与的前
提下，如何面向农村地区和贫困群体提供政
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等服
务，扶持和帮助贫困农户通过生产和经营，
有效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是我们一直思考并
探索的问题。”百色市委常委、田东县委书
记刘明国说。

2008年，田东县启动了农村金融改革，
探索建立了农村金融服务“六大体系”，同时
开展金融扶贫，配套农村产权改革。

信用体系建设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
环节。经过摸索，2015年，田东县针对贫困
户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方式，降低

“家庭收入”在信用评级中的权重，综合考虑
道德品质、社邻关系、遵纪守法等因素，全面
识别贫困户信用状况，累计完成全县12360
户贫困户评级授信工作，授信金额7.1亿元，
信用评级授信已达100%。

“信用也能当钱使。”这是田东群众对
农村信用体系的评价，农户信用评级越
高，获得的贷款额度就越高、贷款利率越
低。凭借信用等级，农户在无抵押、无担
保情况下即可于申贷当天获得1万元到10
万元不等的信用贷款。这有利于把金融改
革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尽量满足贫困群众
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激活生产要素。

此外，对一些极端贫困、信用等级太
低、有贷款需求而又无法通过银行贷款审
查的贫困户，该县财政投入435万元建立
了29个“扶贫资金互助协会”或“贫困农
户发展生产资金互助协会”，有效解决了银
行不能满足贫困户短期资金周转的问题。

为促进农村产权和资金在农村得到有
效流转，实现农村产权直接向金融机构抵
押融资，田东县依托广西唯一一家县级农村
综合产权交易平台——田东县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有力促进了农村产权和资金在农村
流转。“截至去年底，中心累计产权交易额达
到11.25亿元，产权抵押贷款15.05亿元。”田
东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主任蓝新天说。

基础服务“零距离”

为了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田东县农村金融改革以“农金村办”为核心，
全面推进金融服务下沉覆盖。“以前想办理
涉农银行业务只能去信用社和农行。现在好
了，什么银行都可以办理，太方便了。”田东
县作登乡大板村贫困户甘益烈说。

“村镇银行、中国银行、柳州银行相继落
户田东，桂林银行也于近日开张营业。覆盖
全县10个乡镇和村屯的金融网点，有效解
决了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基础金融
服务弱的问题。”田东县县长黄文明说。

近年来，田东县不断强化基础金融服务，
把“引金入县”作为破解金融扶贫基础服务薄
弱的重要事情来抓。“信用社—农合行—农商
行”的改制，使田东县农村商业银行具有更多
自主性，金融服务更为便捷高效；担保公司、
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则为企业和农户发展
解决生产资金难题；引入的国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为广大群众提供金融知识宣传和理财
渠道；引入的北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壮大了
田东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力量。

为进一步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田
东县不断健全完善全县167个行政村街的

“三农金融服务室”，配备充实好村两委成
员、大学生村官、致富带头人等工作人
员，强化金融服务指导，协助金融机构进
行金融知识宣传、信用信息采集及等级初
评、贷款调查、还款催收、保险业务办理
等金融服务。目前，“三农金融服务室”累
计协助7.3万农户获得免抵押、免担保小额
贷款超25亿元。

为了方便群众支付结算，田东县在
2009年完成了大小额支付系统乡镇全覆
盖，在广西第一个实现“乡镇级金融网点
跨行资金汇划乡乡通”，实现ATM机乡镇
全覆盖，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转账支付电话

“村村通”的县，发行各种银行卡112.06万
张，人均2.57张，整合传统金融支付、社
保、工资功能于一卡，最大程度方便群众。

“我行实现了所有乡镇自助设备全覆盖
及行政村‘桂盛通’支付机具布放，农民
在村里就可以完成转账、缴费、小额取款
等业务，极大提高了基础金融服务的效率
和便捷度。”田东县农商行董事长覃宏

宵说。
“现在足不出村就可以开展业务往来，

我通过手机银行就能把在田东农商行欠的
贷款还上。”田东县印茶镇那板村贫困户赵
卫广高兴地告诉记者，为了解决农村地区
支付结算难问题，田东还针对产业扶贫发
展与金融设备存在不相适应的实际，大力
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线上支付等，
使金融业务更加快捷简便。

通过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田东县农民群
众特别是贫困农户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初
步得到缓解，国家各项普惠金融政策在田东
县得到全面落实。全县贫困人口由2015年精
准识别时的52109人下降到2019年末的905
人，贫困发生率从15.01%下降到0.24%。全
县涉农贷款余额从2015年的64.72亿元提高
到2019年的87.38亿元，增长了1.35倍。

新问题接踵而至

改革12年来，田东县的金融服务压力
有所缓解，但时至今日，“六大体系”也不
能完全适应当前金融服务的形势变化，新
问题接踵而至。

“现在面临着信用数据更新问题，要为
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建立白名单。但我们全
部员工才57人，无法开展全面的信用数据
采集。”农业银行田东支行副行长李杨说，
为了建立信用制度，2015年，田东县组织
干部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大规模入户采集
信用数据，但这种数据采集方式不可能经
常性开展，无法适应信用动态管理要求。
为此，各家金融机构不得不各自再对农户
开展信用信息采集和评估，既造成重复工
作，又导致效率降低。

同时，随着土地流转深入开展，大
户、专业户、合作社等经营组织大量涌
现，农业生产日益向规模化、集约化转
变，信用贷款最高30万元限额也远远无法
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需求。

比如，田东县林逢镇百冠合作社的芒果
种植基地达5000多亩，评估值5000多万
元，面临的贷款难题也很棘手。“我们有产
业，但没有产权证，抵押率最多只能达到
10%，并且要合作社全部成员同意并签字，
这很难做到。”百冠合作社理事长黄涛说。

“我们投资2亿多元，只能贷款1500万
元，但不能以厂房抵押，只能以成都的5套
住宅作抵押。”田东钱记鲜蛋养殖有限公司
总经理钱文说，田东县金融改革取得一定成
效，但仍需要更大突破。“随着养殖技术进
步，现代畜牧业发展突飞猛进，机器设备、
生产线和厂房等都属于重资产，理应成为抵
押品，但银行都以不易变现为由拒绝抵押。”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原来田东县
布放支付机器的运营成本较高，新型移动
支付的出现导致原有设备使用率下降。此
外，村级服务主要靠线下工作，既不专
业，成本又高，组织体系作用发挥也不充
分。这些问题，需要在后续的深化改革中
加以破解。

“六大体系”再升级

面对新问题，田东县展开了对农村金
融改革“升级版”的多轮县级调研，邀请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研讨会，总
结田东金融改革短板和努力方向，于去年
12月出台了“升级版”工作方案。

田东农村金融改革“升级版”以信用

建设为核心，整合提升田东农村金融服务
“六大体系”。依托金融科技，搭建田东数
字金融服务平台，建设门户网站、信用大
数据、金融超市、聚合支付4个板块，实
现信用、信贷、支付的有效融合；将田东
数字金融服务平台通过二维码普及到村到
户到人，实现组织、支付、信用、保险、
担保、村级服务“六大体系”升级，进一
步提升金融服务“均等化”水平。

据了解，田东已经完成全区乃至全国
领先的县级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开发，目前
已经上线服务。“我们已经委托国内一流科
技金融企业，利用大数据等多种手段采集
生成农户信用信息，确保信用信息更新更
准确。”蓝新天说，该套系统能从法院、住
建、交警、扶贫等多部门数据中自动抓取
有关信用信息，例如，当农户新建了房
子、购买了汽车，就能在系统中体现，并
增加信用额度。

为了改变过去村级金融服务一半靠村
干部、服务不专业等问题，解决线下服务
不足的缺陷，田东县通过门户网站和二维
码将数字金融服务平台推送到每一台电脑
和移动平板设备上，实现“六大体系”整
合与提升，实现金融机构与贷款对象及时
准确对接，节约工作成本。

为了提升线上服务水平，在“引金入
县”基础上，田东县计划将各金融机构在
田东的分支机构引入“数字金融超市”。
此外，拟引进平安普惠和网商银行入驻田
东数字金融超市。“这样一目了然，让农
户能够‘货比三家’，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金融服务机构。同时，在金融科技和信用
数据支撑下，大部分金融业务也都能实现
在线上完成。”蓝新天说。

同时，金融扶贫“升级版”也在同步
推进。田东按照“政府推动、银行主动、
部门参与、市场运作”的基本思路，探索

“三农金融服务室＋农村信用＋保证保险＋
多元信贷”扶贫金融发展模式，有效解决
了贫困户资金缺、贷款难问题，让贫困户
真正贷得到、用得好、还得上、能致富。

此外，田东县格外重视风险防控，全
县设立扶贫贷款专项风险补偿基金2300
万元，投入903.5万元用于扶贫小额贷款
保证保险；建立贫困户贷款利息补贴机
制，2016年到2019年，累计拨付扶贫小
额信贷贴息3095.0953万元，有效降低了
贷款风险。刘明国表示，农村金融改革

“升级版”使农村金融服务从以“农金村
办”为核心向以信用建设为核心转变，倡
导信用第一，推动“六大体系”升级，进
一步优化了信用环境，解决了线下服务成
本高、效率低问题，为服务县域经济、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充分的金融
支撑。

在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林逢镇东养
村，一根根甘蔗正在茁壮成长，绿油油
的甘蔗地里飘来阵阵甜蜜的幽香。“这里
以前种玉米，没有什么收入，这几年开
始种甘蔗，收入越来越高。”村民农吉爽
告诉记者，现在中国农业银行广西百色
市田东县支行与当地糖厂、农业信贷担
保公司合作推出“惠农 e 贷——甘蔗
贷”，不用担保抵押，手续又简单，在手
机银行就可以申请贷款，特别方便。“今
年我又从农行拿到20万元贷款，种植面
积从原来的 80 多亩扩大到了 130 多
亩。”农吉爽说。

“我在手机银行申请农行‘惠农e
贷’3万元，几分钟钱就到账，然后马
上给化肥供应商微信转账，一会儿工夫
化肥就能送到地里。机构间的合作，给
生产带来很大方便。”在林逢镇坛河村坡
厄屯，正在甘蔗地施肥的贫困户黄尚进
向记者讲述自己的贷款经历。

为打破“农民贷款难、银行放贷

难、农村支付结算难”瓶颈，中国农业
银行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支行以核心企业
带动为依托，信贷担保公司担保，通过
银企数据共享，批量采集蔗农有效信用
数据，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
经过对照核实，建立“惠农e贷”白名
单，统一实行线上授信，单笔金额最高
可达30万元。蔗农根据甘蔗种植周期各
个环节资金需求，随时申请贷款，用于
甘蔗种植、土壤施肥、防治病虫草害等。

为满足农村基础金融服务需求，农
行还在蔗区、村屯设立了128个惠农通
服务点，蔗农用农行手机银行申请“惠
农 e贷”后，通过惠农卡、乡村振兴
卡、微信、支付宝等在有惠农通的农村
超市、生产物资供应店付款购买生产物
资。截至目前，农行田东县支行涉农贷
款余额为13.03亿元。其中，精准扶贫
贷款余额为8.27亿元，惠农卡有效客户
数为17379户，累计惠及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5284人。

当前，制约农村发展的因素
很多，投入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
方面。田东县农村金融改革，首
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发展

“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充实了
资金来源。该县早在 2008 年就
以农村金融改革为契机，系统地
开展了农村金融扶贫工作。经过
12 年的探索总结，在农村金融
改革领域形成了全覆盖、可复
制、易推广、能持续的农村金融
服务新模式。

从前，作为全国扶贫工作重
点县的田东县贫困发生率很高。
因此，如何尽快实现贫困人口大
量脱贫曾是这里最紧迫的任务。
现在，田东县已经成功实现脱贫
摘帽，今后的重点是要继续巩固
好脱贫成果，推动高质量脱贫，
通过建立富有竞争力的县域经济
发展体系，实现乡村振兴，促进
共同富裕，把贫困远远地甩在后
面。

值得注意的是，该县并没有
在以往的金融改革模式下裹足不
前，而是根据现代农村发展新形
势，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手段，

“一锤接着一锤打”，不断提升改
革有效性。从2016年开始，田东
县下决心持续深化农村金融改
革，打造农村金融“升级版”，
力求实现金融服务“零距离”，
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均等化水
平。一系列实招让田东的金融改
革与脱贫攻坚、现代农业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等有
效融合，打造了连接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链条。

增加金融网点覆盖、建设金融超市、设立信用贷款、建
设金融大数据……田东的金融改革“升级版”始终围绕当地
实际，着力解决金融服务中的痛点难点，既尊重客观规律，
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凸显革命老区和大石山区农村金融
扶贫特色，始终坚持通过强化基础、强化服务、强化风险、
强化机制，逐渐建立起农村金融扶贫长效机制。经历了这样
一番持续深化的金融改革，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困农户的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初步得到缓解，国家各项普惠金融政策在田
东县得以全面落实。

手机贷款真方便
本报记者 童 政

图① 田东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积

极拓展农村有效抵押担保物范围，有力

促进农村产权和资金流转。

周金鹏摄（中经视觉）

图② 广西田东农村商业银行为芒

果种植户授信。周金鹏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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