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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爽
本报通讯员 朱沙

节气已到雨水，2月21日下午，沂蒙山
区突然飘起了雪。刘宗成穿着厚厚的棉
袄，依然感觉到了来势汹汹的寒流，天气
预报说今晚会大幅降温。他望着远处渐渐
发白的山峦，心里有些不安，担心山上的
果树会受到冻害。

43岁的刘宗成和妻子在蒙阴县野店镇毛
坪村的丘陵上，种植着4亩桃、8亩苹果，这
12亩果园是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当天，农行蒙阴县支行刘继明行长和
客户经理一起，到蒙阴县宗路果品专业合
作社了解金融服务需求，银行人的到来让
刘宗成等种植农户很高兴，他说：“去年
夏天的时候，我要在山上建蓄水池，还要
买农药和化肥，一时间钱不凑手，就找农
行贷款，农行给我发放了‘果农贷’，救
了急。到年底，我家收入超过了10万元，期
望今年还能有个好收成。”

在蒙阴县，像刘宗成这样取得“果农
贷”的农民还有很多。刘继明介绍，该行
已经为1008户农民授信2076万元，这些农户
一次授信以后，贷款可以循环使用。

近年来，围绕全县16636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当地金融机构立足65个贫困村集体经
济发展情况，研发推广了3款扶贫小额信贷
产品、6款差异化信贷产品，由县财政列支
1164万元用于风险补偿、财政贴息等措施，
全县去年发放扶贫小额贷款18154万元。其
中，农行通过对7家扶贫经营主体、5家龙头企
业的信贷支持，带动了一大批贫困户脱贫。

毛坪村果农石立国，两年前通过土地
流转建起了60亩的大果园，栽种了苹果、蜜
桃等果树。以前在果树施肥、开花授粉时
节，因为贷款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批下来，
往往是找人借钱购买农资和雇工。石立国
说：“去年，这个难题解决了，农行到村
里来推广‘金穗快农贷’，在村里的惠农
通服务点就可以放贷款，从申请到拿到
钱，十来分钟钱就打到了卡上。”

蒙阴县委书记王皓玉介绍，为加快贫困
村的水果产业发展，该县研究制定了《果品
产业精准扶贫实施方案》，集中扶贫、财政、
金融、水利、交通等部门各级财政资金对关
键环节建设的支持力度，水果产业政策向贫
困村倾斜，对带动贫困户发展的果业合作
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经
营主体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或产业资金扶

持，促进果品营销、加工、贮藏等环节，延深
产业链，提高果品附加值，推动优势产业向
贫困户覆盖，实现水果产业发展对贫困人口
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对有意愿发展果树的精
准识别贫困户和巩固提高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每新发展一亩优质果园，给予600元的扶
持资金，去年贫困户新增果园5000亩。在引导
贫困户发展果品种植的同时，蒙阴县积极探
索果品连带产业帮促脱贫的路子。目前，
全县有15万人从事疏花疏果、授粉套袋、采
摘、分级等果品生产和包装、储藏、运
输、销售等行业，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都
能从中当年受益。

去年以来，蒙阴县不断引导果业龙头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组织结合当地
和自身实际情况开展扶贫工作，不断摸索
帮扶经验，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帮扶措施。
依靠产业示范园和龙头企业采用“企业+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和“龙头企业+产业基
地+农户+贫困户”的模式，积极发展订单
农业，在果品生产、农资、储存、销售等
方面对贫困户进行帮扶，采取建立生产基
地、果品加工、土地流转等方式保障贫困
群众增收脱贫。去年，全县专业合作社发
展到687家，家庭农场457家。这些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积极对接贫困人口，带动他们走
上致富道路。

在宗路果品专业合作社仓库的门口，
记者看到4名工人正在从货车上卸苹果，这
是合作社刚从果农手中以高于市场价收购
的苹果。高于市场价收购果品，只是宗路
果品专业合作社帮扶项目中的一项。

据了解，该合作社采用生产帮扶、农
资帮扶、劳动就业帮扶、储存帮扶、销售
帮扶等多种形式帮助贫困户。宗路果品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宗路介绍说，去年他们
从农行取得1200万元扶贫生产贷款，县扶贫
办给予了贷款利息补贴，合作社通过免费
提供部分农资、高价收购果品等多种形式
对390个贫困户进行全方位的帮扶，一年时
间达到脱贫线。合作社创办的万华食品有
限公司果品生产基地成功注册“山东省出
境水果生产基地”。

王皓玉表示，林果业的发展，促进了
“绿富美”蒙阴建设，也带动了全县的扶
贫开发。去年，该县32个贫困村、2 . 2万名
贫困群众顺利“摘帽”，超额完成年度任
务。今年内，蒙阴县将深入开展扶贫攻坚
“回头看”，一举完成剩余27个省定贫困
村、3700个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

扶贫“果农贷”：一次授信以后，贷款可循环使用

1008户农民获2076万元贷款

青岛中行以金融力量助力扶贫攻坚
对经济薄弱镇村及贫困村所在地区全部贷款超270亿元

□ 本 报 记 者 王 爽
本报通讯员 牟丽娜

如何实施精准扶贫，因人因地施策，
提高扶贫实效是摆在各家金融机构面前的
一道难题。近年来，青岛中行践行“担当
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的经营理念，
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在以金融力量助力扶
贫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实践。

精准，定点对接帮扶

2016年8月，青岛中行有关负责人顶着
炎炎烈日前往云山镇进行实地调研。青岛
共有10个经济薄弱镇，云山镇是其中之一，
该镇共有42个贫困村583户贫困户。

云山镇所属的平度市是传统农业大
市，区域和资源优势明显，发展特色农业
是当地农民脱贫的必由之路，但制约特色
农业发展的首道难题就是资金问题。了解
了云山镇的实际情况后，青岛中行将平度
市作为试点地区，结合当地以农产品加工
及种植业为主的现状，以农业合作社或家
庭农场为主体，为当地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进行授信支持，帮助企业做大、做强，进
而带动当地农户脱贫。

据了解，以对口精准扶贫对象平度市
云山镇为依托，青岛中行还积极对接平度
市政府，加大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授信支持
力度，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薄
弱镇村及贫困村的经济吸引力，带动地区
经济发展，并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信贷支
持力度。截至2016年末，青岛中行对经济薄
弱镇村及贫困村所在的平度市、莱西市、
即墨市等地区全部贷款余额超270亿元，占
该行全部贷款余额的30%以上。

在政府精准扶贫政策和该行开发式扶
贫方案的密切配合下，当地的人口红利、
改革红利加速释放。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引导当地在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上找到了
新的效益增长点，真正实现了“让精准扶
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显著成效。

创新，支持现代农业

中小企业是经济活力之源，中小企业
中的涉农龙头企业是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
富、实现扶贫带动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抓手。

近年来，青岛中行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
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注重运用金融手段
对接贫困户需求，量身定制更多适合贫困地
区的创新金融产品。该行推出的“益农贷”子
产品“六和—养殖贷”、“奶牛养殖贷款（雀
巢）”、“青岛海升—果商贷”等，通过企业辐
射带动形成的产业链，搭建“银行+企业+农
户”的金融服务模式，带动企业劳动力需求，
进而帮助当地农民脱贫。

在经济贫困镇、贫困村农村社区建设
和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物质
条件将日益丰富，同时产生了多样化的个
人消费金融需求。青岛中行积极支持农户
购买生活日用品、大额消费品、购房、装
修等消费贷款需求，从而改善居民的生活
条件，截至2016年末，该行个人涉农贷款超
2亿元。

信用卡分期服务业务也是该行推出的
一款创新产品。目前，青岛中行对“三
农”领域中的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和
收购等的农户个人可以提供信用卡分期付
款服务，为农户购买种苗、饲料、化肥、
药品、农业机械和设施等农业生产资料提
供融资支持。

扩面，提升普惠金融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指
出，金融扶贫要以发展普惠金融为根基，
让每一个需要金融服务的贫困人口都能便
捷享受到现代化金融服务，金融扶贫的重
点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首先需要有针对农
村地区的服务渠道。青岛中行正积极稳妥地
推进助农取款服务点建设，选取固定营业场
所、信誉较好的便利店等建立助农取款服务
点，通过布放POS终端、自助服务终端等方
式，扩大农村客户服务范围，为客户提供小
额取款、转账汇款等金融服务。助农点将打
造成为该行在农村地区的重要服务渠道。

针对农村客户金融知识较为薄弱的特
点，该行还通过不定期实地走访，开展
“走村入户”活动，重点开展防假币、防
诈骗、电子银行、银行卡等与实际生活密
切相关的金融知识服务宣传，增强贫困地
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提升普惠金融的
广度和深度。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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