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凝聚力量 合作创造价值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
THE CREDIT COOPERATIVE

统一刊号：CN11-0036
邮发代号：1-36

邮箱：zhgnxb@126.com
新闻热线：(010)8439520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主管

6月5日

星期二

戊戌年 四月廿二

第341期

2018年

下转3版

下转2版

下转4版

下转3版

““走关中道走关中道，，看新时代陕西农信看新时代陕西农信””系列报道之四系列报道之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重
点。其中一个强有力的载体，就是集聚
了乡村优美环境、人文风俗、历史文化、
特色资源的特色小镇。河北省农信社
坚持服务“三农”和实体经济的宗旨，以
支持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

“授之以渔”打造山药小镇

大名县张集乡南刘店村是冀鲁交
界远近闻名的革命老区，但由于地处
偏僻、交通不便，老区成了远近闻名的
贫困区。为了彻底转变村民观念，让
村民掌握致富手段，大名农商银行员
工自发开展考察、调研，寻找“授之以
渔”的脱贫之道，最终发现南刘店村土
地非常适合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山
药。该行员工发动家属带头种植山
药，经过多次实验摸索和技术问询，终
于引种成功。

大名农商银行投放的“定向放款、
专款专用、循环使用”的 5000 元至 1 万
元小额贷款有效满足了当地山药种植

农户的资金需求。2010 年，南刘店村
山药种植面积达 1 万余亩，形成了以
该村为中心、辐射四周的规模种植效
应 ，年 纯 收 入 1 亿 元 。 自 2003 年 至
2017 年，该行累计向南刘店村投放专
项资金 5000 余万元，带动了该村山药
种植的产、储、销一条龙规模化生产。
在大名农商银行的帮扶下，南刘店村
已经成为冀鲁两省交界的一个山药种
植特色小镇，该村村民的生活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双基”共建助力黄瓜小镇

近年来，馆陶县农信联社以培育良
好城乡信用环境、推进自身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大力推行信用工程建设，全力
开展“双基”共建工作。在工作开展之
初，基于翟庄村拥有自身的特色产业
——黄瓜种植，且发展前景良好，该联
社将翟庄村作为“双基”共建试点村，并
着力打造建设成为“双基”示范村，在全
县范围内率先成立了翟庄村“双基”工
作站。

2018年 5月 26日，江西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迎来了14岁生日。14年来，江
西省农信联社带领全省农商银行全面提
升金融服务水平，大力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截至目前，江西省农商银行系统各
项存款余额较 2004 年初增长 16 倍，达
7246亿元；贷款余额较2004年初增长15
倍，达4821亿元。江西省农商银行系统
存贷款总额连续10年稳居全省金融机构
首位，并在全省金融机构中率先突破万
亿元，达到 1.2万亿元，跨入了全国农信
社系统“第一方阵”。

2003年，国务院启动深化农村信用
社改革试点，江西成为首批8家试点省份
之一。2004年5月26日，江西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正式挂牌成立，根据省政府授权
履行对全省农村信用社“管理、指导、协
调、服务”职能，承担起全面推进全省农村
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历史使命。在省委、省
政府的领导和各级金融管理部门的关心
支持下，江西省农信联社承载责任与期
待，经受挑战与考验，带领全省农村信用
社、农商银行发扬信合优良传统，瞄准现
代银行发展方向，立足本土续写为民惠民
篇章，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成长
到蜕变、从破茧到化蝶的跨越发展。

如今，江西省农商银行系统已成为全

省机构网点最多、客户资源最广、业务规
模最大的金融机构，成为贯彻国家支农惠
民政策的重要金融平台，成为落实省委、
省政府发展战略的重要金融抓手，成为服
务“三农”与小微企业的重要金融力量，是
服务本土发展的“金融赣军”主力军，是名
副其实的“江西人民自己的银行”。

2008年12月，江西省农村信用社以
县（市、区）为单位统一法人产权改革目
标全面完成；2016年 11月，江西 86家农
合机构全部改制为农商银行，成为全国
第五个全面完成农信社银行化改革的
省份，标志着江西正式告别“农信社”时
代，全面开启农商银行发展新征程，实
现了向现代金融企业的转变。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江西省农商银
行系统涉农贷款4053亿元，占全部贷款
比重的 84%，占全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
市场份额近四成；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815亿元，占全部贷款比重的58%，占全
省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市场份额的
三成。江西省农商银行系统涉农和小
微企业贷款连续3年实现“一个高于”和

“三个不低于”目标，贷款总量和增量均
列全省金融机构首位，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金融支持。

据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估计，
近十年来，近万亿资本聚集在小额贷
款公司，促进金融资源向“三农”、小微
企业、贫困地区和特殊人群倾斜，成为
普惠金融的一支重要补充力量。

作为金融活水流向小微经济体的
“最后一公里”毛细血管，小额贷款公
司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激活乡村经
济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近日，记者
跟随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走近四川
和重庆，探寻小额贷款公司十年发展
中的痛与乐。

四川和重庆是我国小额贷款公司
行业起步较早、规模较大的地区。截
至 2017年底，四川省共有小额贷款公
司 349 家，重庆市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287家，为 7000多万户个人、农户或小
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记者走访川渝可持续经营的正
规小额贷款公司时发现，一方面，小
额贷款在基层尤其是农村存在着大
量需求；另一方面，在监管日益严格
的形势下，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中面
临诸多痛点，亟需通过合理的顶层设
计协调理顺。

痛点一：客户原始信用记录几乎
为空白

“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于‘小额’、
‘分散’、‘短期’的细分市场，就是要
为小微企业，广大农村地区的个体工
商户、自主创业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
服务，满足这类人群短、频、快的信贷
需求，这也造成了小额贷款公司是劳
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特点，放款人力成
本极高。”成都市助邦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助邦小贷）常年为小
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的经营主体提
供无须抵押和担保、最高额度不大于
50 万元的信用贷款。总经理焦阳告
诉记者，3年来，助邦小贷发放了直接
或间接服务于“三农”的贷款 1.19 亿
元，客户包括水果、蔬菜、粮食等农产
品的采购商，农、林、渔等行业的农资
批发商和蔬菜、水果种植户。然而，
这些客户长期以来不是银行等金融
机构的客户，信用记录几乎为零，

“隐形负债”成为不可控的风险因
素，这就导致很多没有全流程作业
能力的小额贷款公司无法独自开展
风险控制，不良率不断升高，人力成
本开支巨大，最终造成利润微薄，甚
至亏损、停业和退出。

对于这一问题，助邦小贷的解决
方式是，在风控模式上将工作内容进
行标准化改造，并且用信息技术尽量

替代人工岗位，进而提高办贷效率。

痛点二：小贷公司身份尴尬制约
发展

“身份尴尬，已经成为小额贷款公
司发展业务的头号难题。”兴文科技小
额信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文小贷）
是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和四川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
公司。即便是这样有着“国有”背景
的小额贷款公司，依旧面临着身份尴
尬的局面。“我们作为小额贷款行业
的从业者，办理个人信用卡会被银行
拒绝。”兴文小贷的风控总监罗章伟
说起自己的尴尬事，不由摇头苦笑。
2008 年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
点的指导意见》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
为非金融机构的企业，并严格规定其
业务范围只贷不存，这种以“一般工
商企业的身份做金融之事”的身份定
位，无论从监管主体还是小额贷款公
司自身发展来看，都面临一系列的困
惑，其纳税身份、融资身份、发展方向

等都受到限制。
由于民间集资所引发的社会矛

盾，小额贷款公司不明确的身份定位
和相对较高的利率，往往被人们不明
就里地认知为“放高利贷的”。其实作
为普惠金融的重要补充，小额贷款公
司发挥着速度快、放款灵活、门槛低的
特征，这些特征被有资金需求又没有
强大经济实力的小微主体所欢迎。而
对于这些小微主体来说，对资金的可
获得性的诉求远高于利率本身。

“不仅我们受到影响，在加入银行
征信系统后，一些在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的客户无法在银行获得贷款。其实，小
额贷款公司本身就有填补银行贷款资
金空缺的功能，比如一些农业企业在银
行贷款后，遇到季节性的农资采购时，就
需要在小额贷款公司获得快速的资金周
转服务。但是，在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后，
客户往往不能在银行继续获得贷款。这
种‘金融歧视’直接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
有效发挥服务小微企业的作用，也把小
额贷款的客户拦在了加入征信系统的门
外，不利于信用信息共享。因此，我建议

要甄别规范运行的小额贷款公司，给予
他们阳光合法的运行环境。”罗章伟说。

痛点三：资本回报率低投资可持
续难

成都市大邑县富平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富平小贷）是一家扎根
于乡村的小贷公司，业务深入到大邑
县的 20 个乡镇，服务于近 4000 户农
户。由于放贷成本高、运用杠杆工具
的范围有限和只贷不存的特征，富平
小贷的资金来源十分有限，一旦经营
不好，投资方非常难以为继。

富平小贷的服务主体为开展小规
模种植、养殖的农户，种上十多亩蔬
菜、养几头牛或开个小卖铺等都可以
从富平小贷贷到 3~5万元的贷款。“富
平小贷的贷款利率大约为21%，看起来
高，其实由于信贷员要进村入户，加上
款项分散，资金回报率很低。好在我
们几位股东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
的发展有情怀，得以坚持下来。”富平
小贷风控主管谢巍告诉记者。

韩城市位于陕西省东部、关中盆地
东北隅，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
重要发祥地之一。近年来，作为助力地方
经济转型发展的主力军，韩城农商银行稳
中求进，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深化支农支
小服务，赢得了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韩城市的金太阳公司，是一家发展
较成熟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主要加工
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的各类休闲食品。
韩城农商银行多年持续贷款支持该公司
发展，间接实现了帮助企业带动贫困户脱
贫致富。金太阳公司负责人程庆民表示：

“在农商银行的帮助下，按政府要求，结合
自身实际，帮扶贫困户脱贫是金太阳公司
的发展要求，也是应担当的社会责任。”

在当地花椒市场，一位韩城农商银
行芝阳支行贷款扶持的商户正在装车发
货。据芝阳支行负责人介绍，花椒市场
的商户每年主要在收购花椒时有流动资

金贷款需求。因此，芝阳支行的贷款发
放工作有很大的季节性，往往大量的工
作集中在后半年的收椒季。针对这类情
况，韩城农商银行尝试创新金融产品。
据韩城农商银行董事长孙振方介绍，该
行与相关企业合作，创新推出“仓储质
押”贷款等产品，以此解决贷款投放的效
能问题。目前，该行结合地域经济特点，
已经创新了近 20种金融产品，基本涵盖
了支农支小、社保扶贫、生产消费等各个
方面。

此外，韩城农商银行还创造性地开
设了金融热线电话，群众有金融服务需
求时，只要打一个电话，所辖农商银行支
行便会第一时间解决处理。韩城农商银
行行长雷阳表示，金融热线电话的开通，
是继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之后，
还要做到联通到每一个有金融需求的客
户，要实现金融服务全覆盖、全联通。

四川省中和农信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员正在为绵竹市土门镇林堰村村民张成荣办理小额贷款。

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灰古镇付
湖村，有一个“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它将温室蔬菜种植与油用牡丹相
结合，根据它们不同的生长需求调整光
伏和农业设施，实现“一光两用、一地两
用”的有机结合。目前，马鞍山农商银
行为该项目发放贷款 2.4 亿元，建设光
伏发电规模达40兆瓦，预计年发电量约
4800 万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 1.46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3.9万吨，减排二氧
化硫约 300 吨。这种光伏与农业的结
合，实现了以农业促进光伏发展，以光
伏收益反哺农业，同时为社会提供了清
洁、安全、高效的绿色能源。这是记者
在基层采访中见到的农金机构支持节
能环保产业的一个事例。

近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
京召开。会议强调，全面推动绿色发
展，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
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资源全面节
约和循环利用。据了解，目前，全国各
地农金构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多措并举
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在工作中，他们优化信贷投向，构
建推进节能减排、环保优先的信贷工作
长效机制，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

满足当地企业绿色环保发展的资金需
求，强化企业绿色环保意识，各地农金
机构在创新金融产品上，下足了功夫，
并实行差异化绿色金融政策，支持节能
环保产业发展。

走进河南省桐柏县黑明寺茶园，清
新的茶香扑面而来，茶农正熟练地采摘
绿茶。“多亏了农商银行的80万元贷款，
要不然我这 30亩茶园还种不上呢。”桐
柏县黑明寺茶叶合作社理事长郑保勉
兴奋地对记者说。起初，郑保勉只是一
个经营着几亩茶园的普通茶农。在桐
柏农商银行支持下，他把经营茶叶作为
增收致富的主渠道并成立合作社，吸纳
社员 400人，带动 30余户贫困户走上了
致富路。

桐柏农商银行行长张伟告诉记者：
“为了提高特色产业对贫困户的带动帮
扶作用，当地政府、人民银行和农商银
行沟通协调后推出‘贫困户+中药材加
工企业+财政补贴’的金融扶贫模式，由
农商银行为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中药
材加工企业提供担保，贷款到位后入股
中药材加工企业，由中药材加工企业为
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并承担还本付息
责任，同时享受财政全额贴息政策。”这
种模式不仅降低了农商银行的信贷风
险，同时实现了乡村留守贫困户精准脱
贫、稳定脱贫。

农金机构着力创新金融产品

绿色信贷支持节能环保产业
◎ 本报记者 杨喜明

小额贷款公司的痛与乐
——川渝小额贷款公司调查走笔

◎ 本报记者 郭少雅

河北省农信社以支持特色小镇建设为载体

开拓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路径
◎ 刘思雯

韩城农商银行发挥主力军作用

支农支小服务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 杨海涛 通讯员 张 栋

绽放在红土地上的“农金”芳华
——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改革发展14年侧记

◎ 吴 晓 刘 峥

在韩城农商银行贷款扶持的花椒专业合作社，农户正在将一批花椒装车外销。
何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