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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群众想贷款特别难，需要费
时费精力到镇上办理。 这几年，金融服
务直达‘家门口’，贷款更加方便了，特
别是在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支持

下， 脱贫户用好贷款政策发展产业的
积极性越来越高涨。 ”8 月 17 日，清丰
县马庄桥镇赵家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
会主任赵玉甫深有感触地说。

昔日的赵家村，基础设施差，是建
档立卡贫困村，430 户 1520 人中有贫
困群众 88 户 330 人。如今，村里的 650
座大棚共同“拱”起全国最大的茶树菇
生产基地，2 家企业落户于此， 村民依
托食用菌产业逐渐富了起来， 村集体
年收入近 200 万元。 由过去落后的贫
困村， 摇身一变成了如今名头响亮的
乡村振兴示范村，赵玉甫说，金融帮扶
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你对发展有啥想法没 ？ 想自己
干 ， 还是跟着村合作社和企业一块
干？ ”“企业还需要多少工人，都啥活？
资金够不够？ ”……为提升金融帮扶
质效 ，赵家村 “两委 ”、驻村干部经常
走访脱贫群众 、帮扶企业 ，了解脱贫
群众的发展愿望和企业的帮扶意愿、
信贷需求，并进行登记造册，为金融机
构提供数据支撑。

清丰县农商银行主动与赵家村加

强对接，并在该村设立网点，明确信贷
员金守岭专门跟踪服务， 无论脱贫群
众还是帮扶企业，只要有信贷需求，金
守岭随时上门服务。 “我们村委会成立
了金融服务部， 银行也有信贷员专门

上门服务，申贷、还款、还息不用出村
就能办理，方便得很！ ”脱贫户闫彩玲
赞叹道。

赵家村只是我市提升乡村金融服

务质效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市从加强对接、优化服

务、宣传政策 3 个方面精准发力，定期
对全市企业（合作社）、能人大户和脱
贫户进行排查， 摸清脱贫群众发展产
业愿望、 能人大户帮扶意愿和企业信
贷需求“三个底数”。 全市各金融机构
强化精准服务，实施分片包干，在脱贫
人口较多的乡镇， 指定 1 家设有网点
的银行机构作为主责任银行， 实行名
单制管理，确保“应贷尽贷”；深入开展
“银企对接”“行长进万企” 等线上活
动，举办 40 余场线上、线下银企对接
会， 吸引了超 22 万人次广泛参与，对
接企业 395 家，发放贷款 33.7 亿元；各
责任银行优化网点布局， 强化科技支
撑，简化服务流程，由“坐门等客”转为
“上门服务”， 切实提高了脱贫群众和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便捷

性 、 有效性 。 2021 年以来 ， 全市为
27346 户脱贫群众和 279 家企业发放
贷款 29.7 亿元。

截至目前， 全市小额信贷贷款余
额 15.3 亿元，余额户贷率 46.71%。 创
业担保贷款余额为 17.6 亿元 ， 支持
2663 家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涉农贷款
余额达 912.08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4.03%， 贷款增速一直保持在全省第
一方阵。

为充分发挥金融帮扶政策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的作用，2021 年
起，我市大胆创新，着力探索“双轮驱
动、企业帮带”“多元主体、合作发展”
“1+1 手拉手”“自我发展、 跟踪服务”
四种金融帮扶机制， 确保低收入农户
持续稳定增收。

———“双轮驱动、企业帮带”机制，
即突出“企业主导”。 用好精准扶贫企
业贷款和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支持鼓
励企业这个“大轮”，帮带脱贫群众这
个“小轮”发展产业，增强“小轮”抵御
市场风险的能力。

濮阳天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濮阳县第一批认定的带贫企业， 利用
900 万元精准扶贫企业贷款扩大生产，
日产鲜菇 100 吨、 年产值达 1.3 亿元、
年创利润 1000 万元 ， 曾带动 396 户
1391 人脱贫增收。 为充分发挥企业帮
带作用，2021 年，该公司带动脱贫群众
利用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资金参与公司

移动出菇房基地建设， 由公司统一提
供菌种、技术、设备及销售渠道，脱贫
群众参与日常洒水、扫菌、采菇等生产
环节，真正实现了“龙头企业做两端、
脱贫人口干中间”。 目前，该公司已有
181 户脱贫户贷款 905 万元参与生产
发展，户均年增收 3600 余元。

“除了投资的利润，我们还有务工
费，一年下来总共收入 3 万多嘞。 ”胡
状镇后岗上村脱贫户林贵修说，“现在
政策是真好， 我们脱贫户可以享受小
额信贷，而且跟着企业干没风险，心里
很踏实。 ”

———“多元主体、合作发展”机制，
即强化“村社引领”。将林权、股权、闲置
土地等村集体资源作价抵押贷款，与能
人大户、合作社合作，与脱贫人口小额
信贷资金整合，“村集体经济 + 能人大
户 + 合作社 + 农户”多元主体抱团发
展产业。

清丰县韩村镇西赵楼村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 2017 年， 该村流转土地
300 亩，建成食用菌大棚 238 座，种植
双孢菇、鸡腿菇、羊肚菌等，激发了群
众种植热情，使本村与周边村 40 余户
130 人稳定脱贫。 2022 年，该村又成立
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与薯方兴有限
公司完成签约， 对村内 122 座大棚进
行分包，发展红薯育苗 150 亩，年出苗
1500 万株，年产出效益 230 万余元。脱
贫群众利用小额信贷资金参与合作社

发展，由合作社统一提供种苗、农资、
技术指导与销售渠道， 大家有技术的

包棚种植，没技术的打工，这一“双绑”
机制持续推动脱贫群众增收、 集体经
济增强。 2022 年，西赵楼村集体经济
达 51 万元 ， 脱贫户年均增收 3 万余
元。

像西赵楼村一样， 全市有 712 个
联农带农企业（合作社）与 641 个村集
体、972 名能人大户、5798 户脱贫人口
实现抱团发展， 盘活闲置资产 6.3 亿
元，发放“兴村富民贷”2.13 亿元，实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业经营主体、脱
贫群众增收协调发展。

———“1+1 手拉手 ”机制 ，即引导
“能人带动”。 组织能人大户与脱贫群
众“一对一”结对子，脱贫群众利用脱
贫人口小额信贷资金参与能人大户的

创业致富项目。 对带动显著的能人大
户， 我市给予创业担保贷款和特色产
业奖补政策支持。

“我的养鸡场有 1 万只蛋鸡 ，鸡
苗、饲料、技术都是国兴提供的，鸡蛋
销售也是从他那儿走， 价格比我自己
往外卖得高， 跟着能人走， 路子错不
了。 ”濮阳县习城乡木楼村脱贫户郝电
启口中的“能人”叫陈国兴，是濮阳县
的养鸡大户， 养鸡规模存栏 15 万余
只。

“我在发展过程中，多次享受到了
金融惠农政策。 现在能发挥优势带着
36 户脱贫户利用脱贫小额贷款养鸡结
对干，共同致富，感觉很有成就感。 ”陈
国兴兴奋地说。

———“自我发展、跟踪服务”机制，
即激励“自主创业”。 支持脱贫群众利
用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自主发展产

业，实行产业发展指导员、科技特派员
跟踪服务制度， 帮助解决产业发展难
题。

南乐县张果屯镇烟之东村的苏可

素和后孙黑村的钟芳， 就是该帮扶机
制的受益者。 “种植过程中，俺遇到不
知道咋解决的问题，就向赵书记请教，
有他这个专家给俺做后盾， 我们很安
心。 ”钟芳说的“赵书记”叫赵战秒，是
烟之东村党支部书记， 也是该村第一
个建大棚种植西红柿的人。 30 年的摸
索和学习， 让赵战秒积累了很多西红
柿种植和管理的经验，2021 年，赵战秒
被市科技局聘请为科技特派员， 定期
在张果屯镇西红柿小镇、 联富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开展集中培训， 个别群
众遇到种植难题，他也会上门指导，让
当地许多搞西红柿种植的农户坚定了

自主发展的信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众所周知，
要想增强脱贫户的“造血功能”，发展
产业是关键。

我市立足本地优势特色资源规

划发展乡村产业， 创新金融信贷产
品， 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规
模，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拓展产业增
值增效空间，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

在壮大县域特色主导产业方面，
全市 2021 年以来共投入各类财政资
金 19.2 亿元，撬动社会资金 136.7 亿
元，大力发展畜禽、水产养殖，以及优
质粮食、果蔬、食用菌种植等主导产
业，创建 5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4
个国家级产业强镇。我市各金融机构
创新推出“食用菌贷”“红薯贷”“樱桃
贷”“生猪贷” 等 34 种特色产业信贷
产品， 特色产业贷款余额达 22.8 亿
元。

“没想到建行的富农产业贷这么
好，免抵押、免担保、利息低、放款快，
一步不用跑，直接通过手机简单几步
就搞定了。”提起 5 月份到账的 50 万
元额度的“樱桃贷”，8 月 18 日，台前
县打渔陈镇田庄村村民田庆广称赞

道。
田庄村自 2009 年开始种植樱

桃，目前，已带动周边连片种植樱桃
面积 3000 余亩， 从单纯的种植发展
成为集种植、销售、电商配送、育苗为
一体的农业产业集群， 樱桃产业由
“一村红”变成了“一片红”。田庆广就
是其中一名种植大户，种植樱桃 110
亩。 今年在露天樱桃的基础上，他准
备建设 10 亩樱桃大棚。 当他正在为
资金发愁的时候， 建行富农产业贷
“樱桃贷”产品的推出，解了他的燃眉
之急。

2023 年，与建行濮阳分行一样，
我市农业银行、农商银行、邮政储蓄
银行等各金融机构瞄准乡村金融服

务短板，聚焦“一县一业、一镇一特、
一村一品”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积极
选取县域有当地特色的产业项目进

行金融扶持，以金融之力助农、惠农、

富农。通过走进农户家里开展产业调
研，搜集基础数据，为村民种植户量
身定做产业金融合作方案，让富民产
品在食用菌、红薯、辣椒、樱桃等产业
遍地开花。 目前，富农产业贷已覆盖
全市各县区特色优势产业。“辣椒贷”
“红薯贷”“樱桃贷” 均已成功落地；
“主粮贷”“金银花贷” 正在系统模型
开发阶段，预计 9 月份可以上线；“晚
秋黄梨贷”等金融产品即将落地。

此外，我市还强化食用菌、红薯、
奶牛等特色农产品保险供给，为脱贫
地区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123.87 万户次 、80.32 亿元的风险保
障，形成了“县有主导产业、乡有特色
产业”的产业发展格局。

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面，
我市全面加强整村授信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金融服务，全市银行业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建档授信 7279 户，
授信余额 18.33 亿元 ， 有效缓解了
“三农”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在
全省率先推出“助企贷”“三零贷”“人
大代表贷”“青创贷” 等具有靶向性、
普惠性的创贷品牌，支持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1631 家， 扶持带动创业就业
12616 人。 目前，全市市级示范家庭
农场达 75 家、 农民合作示范社 207
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22 家，形
成了市场牵龙头、 龙头带合作社、合
作社联家庭农场（农户）的“捆绑”运
行机制，实现合作发展。

在着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方面，
我市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深化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探索出濮阳县
“政府主导型” 和台前县 “金融自主
型”两种抵押贷款模式，盘活村集体
资产 5.7 亿元， 撬动抵押贷款 8.9 亿
元。创新“兴村富民贷”“联企兴村贷”
等金融产品，将村“两委”班子成员、
村民小组组长、 能人大户等创业人
员，以及创办的各类市场主体纳入扶
持对象， 累计发放贷款 24.91 亿元，
推动了村企合作项目发展壮大。2022
年，全市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5 万元的
村占比达 76.8%。

“还是党的政策好， 在俺最困难
的时候， 防贫保险帮了俺家的大忙，
第一书记还帮着俺办手续，感谢党和
政府”。 南乐县谷金楼镇谷金楼集村
脱贫户刘章臣，在接到保险公司的理
赔金后激动地说。

今年 5 月份，刘章臣因单侧膝关
节骨性关节病做手术置换股骨头，经
过医保报销后自费 14146 元，防贫保
险为其救助了 5673 元， 帮助其家庭
缓解了支出骤增的经济压力，防止其
因为医疗花费过大而返贫。

2022 年， 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出台文件，
每年由政府作为投保主体， 对因病、
因学、因残、因意外事故、因自然灾害
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
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农户进

行防贫保险投保，每人每年投保标准
不超过 100 元， 理赔额度上限为 10
万元。各县区按照不超过农村人口总
数的 5%作为参保基数。

在保费使用方面，我市坚持以统
筹节约为本，与保险公司约定，在保
险期结束后，保险公司可收取一定赔
付比例的服务费用，作为人力、物力、
财税等方面的必要运营支出，扣除管
理费用后结余保险费用可以返还给

投保方或顺延为下一年度保费。
截至目前， 全市防贫保险参保

112831 人， 理赔 427 笔， 赔付金额
175 万元，从源头上筑起防贫致贫的
“截流闸”和“拦水坝”，守牢了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为使金融帮扶提质增效可持续，
我市持续加大财政资金和信贷政策

支持力度，抓好贷款资金监管，续贷
资金周转，保险跟进防范，风险分担
缓释，惩戒约束熔断“五道防线”，确

保金融生态环境安全稳定。每年列支
市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 2000 万元，
增加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

总量，各县区财政按照市级奖补资金
规模进行匹配。 截至目前，全市风险
补偿金规模达 3.4 亿元，降低了金融
机构贷款风险，让各责任银行吃下了
“定心丸”。

在贷后资金监管方面，我市严格
落实属地责任， 建立贷款管理台账，
定期分析研判。 同时，督促各责任银
行严格执行预警制度，做好贷款到期
提醒， 并对逾期贷款加强跟踪管理，
妥善处置不良贷款。

一泓活水起涟漪，百舸争流竞千
帆。在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我市
正勇担重任、不辱使命，握紧产业发
展 “金钥匙”， 加快金融帮扶 “助推
器”，点亮群众幸福“致富路”，必将迎
来龙都大地新的发展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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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 ，龙的故乡 ，被誉为 “中华帝
都”“华夏龙都”。

中华儿女的母亲河———黄河，在这
里穿过 167 公里， 黄河滩区面积较大，
过去贫困程度较深。

濮阳曾经是我省“三山一滩”扶贫
开发重点区域。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
战取得全面胜利，濮阳实现 31.6 万农村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638 个贫困村高
标准出列。 省级贫困县濮阳县、国家级
贫困县范县、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台前县
相继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

脱贫攻坚期内，全国扶贫车间现场
会、全省“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现
场会等曾在这里召开，智慧精准扶贫系
统获得国际大奖，贫困重度残疾人兜底
保障“四种模式”在全国推广。

2021 年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期以来， 市委、
市政府接续奋战，落实精准方略，下足
绣花功夫，取得斐然成绩，在全省脱贫
攻坚年度成效考核中，我市连续 3 年进
入全省第一方阵。

…………
诸多的光环，始于濮阳市委、市政

府接力棒的传递，始于其孜孜以求对工
作的研究思考与大胆创新。

金融帮扶是发展产业的“助推器”。
近年来，濮阳市着力探索创新金融帮扶
工作方式方法，大力推行“双轮驱动、企
业帮带”“多元主体、合作发展”“1+1 手
拉手”“自我发展、跟踪服务”四种帮扶
机制，走出了一条“引金融活水、添发展
活力、防金融风险”的新路子。

提供优质服务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创新联结机制 铸就助农增收“聚宝盆”

培育信贷载体“贷”动产业发展“致富路”

强化政策支持 浇灌美好生活“幸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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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丰收的喜悦。
图②企业利用精准扶贫企业

贷款，带动农户种植蘑菇增收。
图③银行工作人员现场为脱

贫户办理小额信贷业务。
图④南乐县张果屯镇烟之东

村党支部书记赵战秒作为市科技

特派员， 为农户进行西红柿种植
技术培训。

图⑤农民通过金融帮扶规模
种植的红薯畅销全国各地。

图⑥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
食用菌种植基地鸟瞰。

记者 高崟人 通讯员 韩惊涛
李广沛 摄

⑤⑤

▲ 编 号 为

L410048058，姓名为冉
晨 宇 ， 出 生 日 期 为
2011 年 6 月 17 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 编 号 为

L410298542，姓名为张
梓 萱 ， 出 生 日 期 为
2011 年 3 月 15 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胡芳芳（身份证

号 ：
410928198806070648）
不慎将濮阳恒启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

收 据 （ 收 据 编 号 ：
27690828； 金 额 ：
300000 元；开具日期 ：
2021 年 6 月 15 日 ；房
号 ：6 号 楼 2 单 元

0101）丢失，声明作废。
▲胡芳芳（身份证

号 ：
410928198806070648）
不慎将濮阳恒启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

收 据 （ 收 据 编 号 ：
02876546； 金 额 ：
412742 元；开具日期 ：
2022 年 9 月 26 日 ；房
号 ：6 号 楼 2 单 元

0101）丢失，声明作废。
▲ 编 号 为

J412759442，姓名为吕
嘉 铖 ， 出 生 日 期 为
2011 年 1 月 11 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倪可馨（身份证

号 ：
410928199906044820）
不慎将濮阳汇信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

收 据 （金 额 ：177408
元；开具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房号：8 号
楼 1 单元 2704）丢失，
声明作废。

▲ 编 号 为

Q411701029， 姓名为
朱佑禾 ， 出生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7 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 编 号 为

L410307571，姓名为杨
馨 予 ， 出 生 日 期 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 编 号 为

L410047746，姓名为仝
泽 轩 ， 出 生 日 期 为
2011 年 3 月 5 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 编 号 为

L410045685，姓名为屈
家 毅 ， 出 生 日 期 为
2011 年 3 月 28 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 编 号 为

J412748820，姓名为郭
奕 梵 ， 出 生 日 期 为
2011 年 1 月 30 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濮阳中洋人力

资源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武林合的个人手

章不慎丢失 ， 声明作
废。

▲ 编 号 为

I410564870，姓名为郭
柏 岩 ， 出 生 日 期 为
2008 年 7 月 31 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 编 号 为

J412748027，姓名为李
呈 祥 ， 出 生 日 期 为
2011 年 2 月 10 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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