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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4月21日 

 

广元脱贫攻坚 

 

旺苍县突出四个关键环节  破解四大实际问题 

创新增强金融扶贫实效 
 

近年来，旺苍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抢

抓国省在旺苍开展金融扶贫试点契机，坚持打好扶贫再贷款+扶

贫小额信贷、村级互助资金、扶贫小额保险等金融扶贫组合拳，

突出抓好财政撬动、信用保证、叠加增效、风险防控等关键环节，

着力解决“钱从哪里来、怎样贷得到、如何用得好、风险怎样控”

等实际问题，全县累计发放扶贫再贷款 4.6 亿元、产业带动贷款

3.75 亿元、扶贫小额信贷 2.18 亿元，互助资金总额达到 2229.67

万元，累计发放借款 1.58 亿元，有效保障了贫困户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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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整村脱贫等方面所需资金，实现了“财政输血式扶贫”到

“金融造血式扶贫”的深刻转变。 

一、突出财政撬动，着力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突出

财政引导作用，用“小杠杆”撬动“大资本”。坚持用好用活每

个贫困村 20-30 万元的村级产业发展基金、25 万元的集体经济

发展扶持资金、100-250 万元的产业示范园建设资金以及贫困党

员精准扶贫示范项目等各类财政项目资金，创新撬动 9.8 亿元信

贷资金投入贫困村产业发展，规模带动贫困村贫困户发展茶叶、

核桃、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 129.1 万亩，发展肉牛、肉羊、土

鸡等特色畜禽养殖 237.1 万头（只）。尚武镇寨梁村利用村级产

业发展基金、集体经济发展扶持资金、党建扶贫资金等财政项目

资金 65 万元，撬动金融机构为金地菌类等两家企业、脆红李等

两家专业合作社和 34 户贫困户发放产业带动贷款 135 万元，建

成光伏发电基地大棚 12 个，发展羊肚菌 4 亩，带动群众发展脆

红李 350 亩，并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65 户贫困户建立了利益联

结机制。2016 年，该村集体经济人均收入达到 18 元，贫困户人

均增收 7500 元，顺利通过贫困村退出验收。突出财政支持作用，

将“不愿贷”变为“踊跃贷”。为切实解决贫困户贷款后顾之忧，

县财政每年安排扶贫贷款贴息资金 500 万元以上，对贫困户贷款

按照不超过 5%的年利率给予贴息。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发放扶

贫小额信贷 5444 户、2.18 亿元。同时，大力推行“扶贫再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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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小额信贷”模式，严格执行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政府

先后贴息 1496 万元，撬动信贷资金 3.75 亿元投入贫困村贫困户

发展特色增收产业，有效解决了产业发展缺资金这一瓶颈问题。 

二、创新信用保证，着力解决“怎样贷得到”的问题。一是

精准评定助推“授信扩面”。出台了《创新扶贫小额信贷五条措

施》，对原有评级授信“5221”办法中的贫困户诚信度评价指标

及权重进行了重新界定。参考贫困户实施互助资金项目诚信情

况，区别对待贫困户银行不良信用记录，对曾按期还本付息、后

因不可抗力因素严重影响贷款偿还能力、无主观因素所致的，尽

量不扣分，进一步提高了农户评级授信比例和放款额度。截至目

前，已全面完成了 1.72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信用评级，授信

1.58 万户，授信率达 91.86%，授信总额 4.93 亿元。同时，按照

“巩固主体、延伸两头”的思路，将贷款对象向新型经营主体、

临界困难户延伸，不断拓宽实施对象和范围。二是互助联保解决

“额度需求”。针对互助资金个户贷款额度有限的问题，率先在

五权镇铜钱村、鼓城乡关口村、普济镇远景村等 3个村互助社启

动了金融创新扩面工作，以信誉好、有一定经济实力的 10 至 20

户农户信用联保，信用联社和贵商银行以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授信

贷款 20 万元给互助社，进一步扩大了互助社资金运作规模。三

是产权抵押激活“沉睡资产”。率先在畜禽规模养殖领域推出“活

体质押贷款”，银行对贷款户畜禽活体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初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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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根据存栏、长势等情况在最大 50%的贷款系数内进行授信，

企业可按照发展需求在授信额度内灵活周转使用。旺苍柏林畜禽

发展有限公司利用“扶贫再贷款+产业带动贷款”和畜禽活体质

押信贷产品，获得贷款 600 万元，以租赁、折资入股分红的方式

整合九盛家庭农场等 8 家养殖企业，带动 1000 余户贫困户发展

养殖产业，贫困户人均实现年增收 6600 元。同时，全县林权抵

押贷款改革试点工作已正式启动，将进一步拓宽抵押范围，增强

贫困户贷款能力。 

三、释放叠加效应，着力解决“如何用得好”的问题。一是

创新推行“扶贫再贷款+扶贫小额信贷”模式。充分利用央行扶

贫再贷款政策，优先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带动贫困户就业发展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贷款，采取“龙头企业+贫困户”“专合

社+贫困户”“专业大户+贫困户”等模式，进一步发展壮大产业，

有效破解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再生产缺资金难题。金溪镇中

坝村 5 户贫困户运用扶贫小额信贷成立中坝村南江黄羊养殖专

合社后，信用联社运用“扶贫再贷款＋扶贫小额信贷”模式发放

贷款 21 万元，支持专合社发展壮大，目前养殖肉羊 1100 只，带

动周边 30 户贫困户养殖肉羊 2300 只，并建立了肉羊“互联网电

商销售平台”，实现贫困户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二是创新推

行“村级互助资金+扶贫小额信贷”模式。为鼓励贫困户申请扶

贫小额信贷，在实施互助资金的基础上，将贫困户在互助社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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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还款情况运用到扶贫小额信贷评级授信中，提高授信额度和

贷款额度，有效解决了贫困户发展产业资金多元化需求的现实问

题，推动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龙凤镇锦旗村向贵全在加入互助

社后，贷款 1 万元养殖肉牛 12 头，为扩大养殖规模，向农行申

请扶贫小额信贷资金 5万元，目前已养殖肉牛 80 余头。 

四、构建长效机制，着力解决“风险怎样控”的问题。一是

建立县级防控机制。县财政累计出资 2861 万元，在信用联社、

农行、贵商银行等承贷银行设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专

户，按各承贷银行实际贷款额度 10：1的比例分批注入风险补偿

金，用于扶贫小额贷款风险防控。同时，合理确立政府、银行

6:4 风险承担责任，切实解决了政府与银行之间的责、权、利问

题。二是建立村级防控机制。成立了由乡村干部和群众代表为主

体的村级风险防控小组，负责政策宣传、指导规划、资金使用监

督和协助银行催收贷款。建立了村级风险互助金，由驻村帮扶单

位按村贷款总额的 3-5％筹集村级风险互助金，出现逾期时，首

先使用村级风险互助金进行偿还。三是建立自身防控机制。鼓励

贫困户全部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小额信贷保险、扶贫小额

保险，一旦出现自然灾害、人身意外、大病伤残等风险导致还贷

困难时，保险赔付资金首先用于支付银行本息。比如，贫困户参

加扶贫小额保险后，一旦发生人身意外，参保农户便可一次性获

得最高 3.1 万元的赔付。截至目前，仅扶贫小额保险就已覆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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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352 个行政村，参保人数达 9.3 万人，有效降低了放贷银行的

资金风险。 

 

 

 

 

 

 

 

 

 

 

 

 

 

 

 

 

 

 

 

 

 

 

 

 

 

分送：省脱贫攻坚办，省扶贫移民局相关领导；市级领导，市级帮扶部 

门(单位)；各县区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广元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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