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想贷贷不到，银行想贷贷不出。”这是

长时间以来困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难题。该

如何有效破解？如今，在河南省兰考县，金融机

构通过对农民无差别授信，让广大农户能够及时

享受到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这一创举带来当

地农民首贷率、信用贷款额大幅提高，信用意识

大大增强，收入显著提升，银行也从中获益。

“借”信予民破“堵点”

拉开一扇窄窄的小门，走进偌大的鸡舍，一

排排百十米长的鸡笼整整齐齐，几万只肉鸡在叽

叽咕咕地啄食。

“我现在一年能养 18 万只鸡，有六七十万元

收入。”仪封乡代庄村村民陈雷从棚子里走出来，

乐呵呵地向记者介绍。如果没有贷款支持，30多

岁的陈雷难圆自己的养鸡梦。“以前一直在外打

工，没存下多少钱，家里也没啥可抵押的。突然

听说啥抵押都没有银行也能贷款了，就回村自己

干了。果然能贷出一部分，又借了一点，就把鸡

舍建起来了。”

2016年 12月，兰考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

金融改革试验区。按照政策，这里的金融机构针

对农村金融存在的痛点、堵点进行创新探索。

农村是信用的薄弱地带。在经济欠发达的

农村地区，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严重

阻碍了征信数据的收集和农户信用信息档案的

建立。金融机构由于缺少农户的资信信息，对其

贷款尤其是信用贷款更为谨慎。

成为试验区之前，当地金融机构对农民覆盖

率低以及农民满意度低、可得性低的“三低”问题

非常突出。由于金融机构面对的是数量庞大、分

布广泛、资金需求额度少、缺乏抵押、缺少担保及

收入不稳定的农户和小微企业，加之难以全面掌

握农民、小微企业的资信情况、还款能力，这些均

严重制约了农村金融发展。

“兰考普惠金融试验区打破了先有信用才有

信贷的传统惯例，‘先授信后信贷’，创新推出普

惠授信小额信贷产品，按照‘宽授信、严启用、严

用途、激励守信、严惩失信’原则，初期无条件、无

差别地给予每户 3 万元的基础授信。农民拿到

‘普惠金融授信证’，只要满足‘两无一有’（无不

良信用记录、无不良嗜好、有产业发展资金需

求），即可启用信用贷款。”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

行党委书记、行长徐诺金告诉记者，“根据农民信

用情况，授信额度在逐步增加，初期的授信额度

是3万元、5万元、8万元三个档次，一次授信，三年

有效，随借随还，周转使用。”

“无差别给予基础授信”，实质上是金融机构

“借”信予民。此举有效破解了农民首贷难、信用

贷难的“堵点”“痛点”。先授信这一小步，是解决

农民贷款难的一大步，打破了农民融资难的“玻

璃门”。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试验区建立起了以数

字普惠金融为核心，以金融服务、普惠授信、信用

信息、风险防控为内容的“一平台四体系”。银行

主动和农户“握手”，对18岁到59岁的普通农民进

行无差别地普遍授信，让信贷服务实现了“人人

均享”，惠及千家万户。

足不出村能贷款

“我们这里过去贷款有两怕：金融机构贷款

怕收不回、贷款户贷款怕不好贷。银行信贷人员

少，要准确了解成千上万农户的诚信情况难度很

大。为解决这个问题，也为让农民更方便，我们

把审贷权力下沉到了村两委。”兰考农商行董事

长王全禄说，“村两委先审定，信贷员再认定，符

合条件就可以将信用贷款打到村民的银行卡

上。”

金融机构的村普惠金融服务站建在村党群

服务中心，并指定工作人员作为信贷协管员，负

责农户信用信息的采集、核实、更新。小小的普

惠金融服务站，延伸了金融服务的触角，破解了

金融机构人员、网点不足的难题，也破解了农户

信用信息采集的难题，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

问题。

“都是一个村的，谁家啥情况，有几个蔬菜大

棚，养不养鸡、鸭，我都很清楚。”堌阳镇徐场村普

惠金融服务站协管员乔倩倩告诉记者，对于经协

管员推荐发放的贷款，银行会支付费用。

“谁家想贷款，先把意愿告诉村普惠金融服

务站，由村信用评价小组评定信用。能不能贷、

贷多少，是根据他平时表现和家庭产业发展情况

来估算的。银行再根据村里的评价情况进行考

察，只要符合条件就放款了。在我们村，如果有

一户还不了贷款，村民会自动凑钱先把银行贷款

还上。”堌阳镇范场村村主任徐永顺说。

村里如何评定村民信用？是否客观？这个

疑问记者在另一个村庄得到答案。

“银行对信贷员终身追责，我们村两委不能

让信贷员有压力、有难处。每笔贷款只要经过我

签字，我就负责不逾期——普惠授信在村里是

‘一站式’服务，在村委会当场签字，很方便。村

里信用评定委员会由5名村干部、3名党员、5名村

民代表组成，对有不良记录的，我们绝不放贷；对

出现个别还贷险情的，会及时向银行通报，并通

过借贷人家属和村民的互信来解决还款问题。”

葡萄架乡杜寨村村主任李永健说。

村两委干部还协助银行筛选客户、提交贷款

申请、催收贷款等，将银行贷款风险控制关口前

移。如此，审贷权利下沉实现了双赢，既便利了

农民贷款，又提高了银行贷款安全。

“现在，全县的小作坊主、农户足不出村、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堌阳镇主抓金融

的副镇长康永波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0 年末，兰考县各项存

款余额 307.36 亿元，较 2016 年末增长 1.66 倍，增

幅高于全省 24个百分点。相关研究表明，收入是

决定存款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收入增加与存款增加呈正相关关系，收入越

多，存款增加得越多。

此外，截至2021年5月末，兰考县已发放农户

小额贷款 77541 户 61.43 亿元。“每一笔贷款背后

都是一个产业，有了宽松的发展环境，百姓把心

思更好用到发展上，百姓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

的第一桶金。”兰考县金融工作局局长安然说，

“先授信和发放信用贷款，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看

到了守信带来的好处，让信用产生了效益。”

百姓把信用当财富

近年来，兰考县信用体系建设从普遍授信开

始，让农民和银行建立联系，积累信用记录。对

于信用良好的农户，银行会逐渐提高贷款额度。

截至今年 5 月末，兰考县 93%的农户有了电子信

用档案。

“目前，我们掌握的数据对金融系统全部免

费开放，包括户籍、工商、税务、水费、暖气费、燃

气费、有线电视、不动产及公积金大部分的数

据。数据透明了，商业银行更容易获得数据支

持。”兰考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栗

志河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 5月末，兰考县普惠授

信已完成基础授信 15 万余户，占全县农户的

90%，其中普惠信用贷款不良率仅为 0.03%。而来

自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月末，我国银

行业不良贷款率为 1.89%。值得一提的是，在兰

考县建设试验区之前，不良贷款率高于河南省的

平均数据，但普遍授信实施以来，不仅没有发生

一笔新的不良贷款，还盘活了过去的不良贷款。

“现在，老百姓把信用看作财富，看成发家致

富的‘财神’，各大银行来我们村放款都很踏实，

村里发展越好银行越支持。”徐永顺说。

“俺可不想成老赖，上黑名单。”三义寨乡

白云山村贷款人侯顺党的妻子李青霞站在自家

蔬菜大棚田垄上爽朗地说，她穿着蓝色雨鞋，

腰缠蓝色围裙，脸庞红润，双手高高地攀着大

棚里的架子，“俺两口看了 4 个大棚，一年纯收

入二三十万元”。

为维护良好信用环境，兰考县政府专门出台

失信惩戒“铁五条”，将失信者全部列入法院黑名

单，列为老赖户，张榜公布，限制其高消费，停止

其享受县级优惠政策。

一位村民说，如果不按时还贷，在村里张榜

通告批评；5年内，全家人都不能申请贷款；5年内

不再享受县、乡（镇）各类补贴等；结婚登记时，老

赖信息将通报对方……

通过正向激励、反向约束，兰考县农村信用

环境不断优化。良好的信用环境是肥沃土壤，让

农户和金融机构都得以茁壮成长。

不出家门挣钱花

三义寨乡白云山村，一座座蔬菜大棚鳞次

栉比。记者随机走进路边一个

大棚，只见农户正在忙碌。闲

下来后，40 多岁的棚主袁平安

说：“我以前做技工，一年收入

六七万元，如今种大棚，年收

入在 20 万元左右。我贷了 5 万

元，贷款简直是秒到，银行的

效率真高。”

东坝头乡张庄村曾是兰考

县最大的风口。上世纪六十年

代，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在此治理风沙，让当地群众结

束了逃荒的历史。如今，在金

融扶持下发展壮大的张庄布鞋

研发中心，让留守在家的大妈

们 通 过 手 工 缝 制 布 鞋 挣 来 收

入。天气好的时候，她们就集

中到中心，坐在小板凳上，一

针一线地精心缝制手工布鞋。

一 位 大 妈 满 心 欢 喜 地 对 记 者

说：“俺现在是守住家、看住

娃、不出家门挣钱花。”

这样的幸福生活，在张庄

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

30 多岁的李广曾在外打工送货，回老家

后，他通过贷款购置了一辆货车为各村超市

送货，收入比以前大幅增加，盖起了三层小

楼。宽敞明亮的客厅、整洁的白色地板、曲

面大屏电视机……处处透露出他攒下的厚实

家底。

他家邻居李英大姐，一边看着小孙子，一

边照顾着贷款买来的 3 头小牛。这 3 头牛能为她

家带来2万多元收入。

距离县城较远的小宋乡东邵一村，曾是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而今在金融支持下发展蔬菜

大棚，给农民增收带来了可喜变化。接受记者

采访的中年人任杰曾是贫困户，上有 70 多岁的

父母需要长年吃药，下有 3个孩子，之前长年在

建筑工地打工维持家用。他高兴地说：“以前外

出打工时，接到的电话是家里人向我要钱；现

在我在家里接电话，却是全国各地的客商向我

要货！”

走进作为普惠金融试点村的堌阳镇范场

村，如同走进了一个乐器大工厂，古筝、古

琴、琵琶应有尽有。这个泡桐音板与民族乐器

专业村有很多家庭民族乐器作坊，都是靠着普

惠金融贷款迅速发展起来的。记者了解到，该

村共有大小乐器企业 80 家，年产各类民族乐器

10万多台 （把），生产乐器音板及乐器配件 10万

多套，年产值上亿元，安排从业人员 1200 多

人。眼下，村里的家用轿车就有200多辆。

金融之水，正浇灌出兰考农民的幸福生活

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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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步 好 棋 活 全 盘一 步 好 棋 活 全 盘

打通农村融资“最后一公里”
——河南兰考县推行普惠授信贷款调查采访记

近年来近年来，，我国通过大力发展我国通过大力发展

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有力促进了农民致富有力促进了农民致富

增收增收。。但农民金融的但农民金融的““痛点痛点”“”“堵堵

点点””依然存在依然存在，，该如何打通农村该如何打通农村

市场融资市场融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河南河南

兰考县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普兰考县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普

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对此开展了对此开展了

一些有益的创新探索一些有益的创新探索。。经济日经济日

报记者日前深入当地采访了解报记者日前深入当地采访了解

到到，，金融机构通过对农民无差别金融机构通过对农民无差别

地普遍授信地普遍授信，，让广大农户及时享让广大农户及时享

受到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受到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收入收入

显著提升显著提升，，银行也从中获益银行也从中获益，，可可

谓一举多得谓一举多得。。

信用花开，农民增收，农村发展，银行受

益，一步好棋走活全盘。在河南兰考进行的普

惠金融改革试验，抓住了要害，打通了农村金

融发展和金融服务“三农”的堵点。

信用花开，来之不易，得益于多方合力培

育。回首看，若无央行牵头借“信”予民的制度

设计和创新，金融机构仍沿袭传统信贷的信用

前置模式，“银行想贷不能贷、农民想贷贷不

来”的农村金融困局不会被打破，此为金融系

统合力。农村金融机构人力捉襟见肘，村两

委、村党群服务中心鼎力协助；贷款户经营风

险无法完全避免，当地政府部门建立风险补偿

基金，设定普惠授信不良贷款“隔离”的容忍

点，出台失信惩戒办法，此为地方党政合力。

多方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同向发力，共同栽培

了农民信用之树，共同孕育了农民信用之花。

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占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数量98%以上的小农户是农业的基本面。

要让金融活水更多流向基本盘、浇灌更多基本

面，尚需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同向发力。

实 践 证 明 ， 农 民 的 信 用 意 识 、 信 用 观

念、信用习惯皆可培养，关键是各方面都要

切实行动起来。普惠授信，让农民与银行联

系起来后开始积累自身信用记录，此举可有

效唤醒农民群众的信用意识、信用观念；实

施“信用信贷相长行动计划”，根据农民积累

起来的信用情况提升授信额度或调低用信成

本，此举则可有效培育、强化农民的信用观

念和信用习惯。

信用是金融市场的根基，诚信是金融市

场的永恒主题，普惠金融更有赖“人人讲信

用”来支撑。愿信用

之花，在乡村振兴中

怒放。
本版撰文 记 者 赵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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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村民李英用贷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村民李英用贷

款购买的小牛款购买的小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淑兰赵淑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