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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合作社的信用互助，
我这修大棚的钱及时到位了。”青
州市黄楼街道巨弥村54岁的银瓜种
植户殷凤岭对记者说。

今年6月初，殷凤岭筹备改造
高温大棚，但腰包吃紧。为了不影
响银瓜收成，他赶忙找到青州市巨
银瓜菜生产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部
帮忙，短短两天就得到了一笔5万
元的互助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在农村地区，像殷凤岭这种
“小、散、急”的用资需求大量存
在。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合作金融
试点工作，以“信用评定+信用互
助”为模式，打通了农村金融的最
后一公里。

潍坊市金融办副主任欧永生
说，潍坊市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试点
工作于2015年正式启动，旨在为农

村经济提供服务的同时，推动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引导农民自发
的借贷行为向规范化、阳光化发
展。

据了解，自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潍坊市试点范围已扩大到11个
县市区，79家农民合作社完成了信
用互助业务资格认定，参与信用互
助社员6636人，完成信用互助业务
912笔，业务额累计达3468万元。

“授信评议、借贷申请、借贷
调查、借贷审批、借贷划转、借贷
检查”，在距潍坊市区50公里外的
青州市巨银瓜菜生产专业合作社，
信用互助业务的各项办理须知一一
挂在墙壁上，其中第一个便是信用
互助业务的办理流程。

“以前村民自发借钱，有时碍
于情面不收利息，也容易出现矛

盾。合作社对村民知根知底，种了
几个棚，生产管理咋样，也清楚资
金去向，村民们放心多了。”该合
作社理事长殷玉珍从抽屉中拿出两
本业务明细记录向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青州市巨银瓜菜生产
专业合作社坚持封闭性、社员制原
则，充分利用“产业链+熟人社
会”的实际搭建信用体系。每个申
请贷款的社员在办理业务前必须经
过由5人组成的评议小组的评议。

在殷凤岭的评分表上，记者看
到评议小组对其“家庭情况”“邻
里口碑”“孝敬老人”“种植作物
持续达标情况”“子女入学情况”
“遵守村规民约情况”和“社员勤
奋情况”的打分悉数在列。

“信用评定+信用互助”的模
式与银行贷款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青州市金融办审批服务科科长张杰
说，农村宅基地无法抵押，老百姓
缺乏抵押实物，信用互助业务拓宽
了贷款抵押物范围，且手续更简
单，利息更低。

据介绍，除青州市巨银瓜菜生
产专业合作社以外，潍坊市还重点
培育了寿光市斟都果菜专业合作
社、临朐县佳福奶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青州家家富果蔬专业合作社等
一批样板合作社，不断探索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在保证资金安全方面，潍坊市
坚持资金由银行托管，分账管
理，让村民吃上“定心丸”，截
至目前，未出现一笔不良贷款业
务。与此同时，还鼓励托管银行
与合作社开展深度合作，探索推
行了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担

保，托管银行整体授信、分户发
放资金的业务模式。

由于农产品种植具有季节
性，同一合作社社员的借贷行为
往往具有同期性特点。对此，欧
永生表示，潍坊市下一步将探索
覆盖合作社联合社的新模式，在
合作社之间进行异地对接，由点
及面，打造更大的信用互助业务
平台。

一些合作社理事长表示，“信
用评定+信用互助”模式，带来的
不仅仅是百姓资金需求的满足，更
有农村整体信用生态的改善。

“现在村民更加珍惜个人诚信
和个人口碑，随着信用互助体系逐
步完善，整个村子的信用环境也大
变样。”殷玉珍说。

（据新华社）

农机购置补贴，是中央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然
而，在部分地区，因补贴手续繁琐
复杂，补贴流程长达数年之久，让
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的农民苦不堪
言。为了能领到补贴，一些农民不
得不长途跋涉，跨市县甚至跨省购
机。在河南省开封市，甚至因此催
生了农机经销商代办、包办农机购
置补贴的所谓“套补”链。

2004年以来，为促进我国农业
机械化，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别
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购买国家支持推广的先
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给予补贴。截至

2017年，中央财政投入了近1900亿
元补贴资金，3000万农民从中获
益，助力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超过了66%。但记者采访发
现，这项惠农补贴却在部分地区陷
入 “ 马 拉 松 式 ” 流 程 ， 变 了
“味”，农民购买农机办理补贴却
成了麻烦事、糟心事、困难事。

2012年起，国家相关部委开展
补贴资金级次下放、农民全价购机
等新措施，农民从“差价购机”变
为“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
卡”。农民全价购机后，需携带相
关手续自己办理补贴申请。

在政策调整后，对购机农民来

说，只“多了一步”，但在部分地
区，农民申请补贴却是“一环扣一
环”，哪一环出错就可能申请不
成，申请补贴的流程就像“跑马拉
松”，这对部分文化程度不高的农
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有
购机农民反映，当地申请农机补
贴，要花钱送礼，有的甚至要摇
号，排队等好几年。

家在开封市鼓楼区仙人庄乡的
许先生，2014年买了台拖拉机，快
4年了还没领到补贴。他介绍说，
他是2014年买的拖拉机，2016年才
通知他办理农机补贴，从乡里到市
农机局手续发票都交了，2017年又

让他找发票，复联交了，又要发票正
联。“我说我弄丢了，丢了，（补贴）等
于没有了。”许先生说。

在补贴手续繁杂方面，据受访
购机农民张先生反映，“补贴手续
办理太麻烦”。以开封市鼓楼区为
例，农民申请购机补贴要到社区、
办事处、县级农机部门来回跑多趟
盖6个章。网上申请通过后，农民
要在规定日期内购机，再将购机发
票及复印件交给农机部门，后由农
机部门回访查验是否真实购机。

开封市鼓楼区农林牧机局工作
人员坦言，“本来是给农民办好事
的，农民跑了一趟又一趟，他们和

我们都麻烦。”
因农民办理农机购置补贴难，

以至于在河南开封市出现了农机经
销商代办、包办农机购置补贴的
“套补”链，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
国家相关法规。

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常伯
阳说，在农民全价购机、自主申请
补贴的模式下，政府要完善相关配
套措施，针对补贴资金兑付时间长
的问题，建议限定资金兑付时间期
限，避免补贴兑付“遥遥无期”。

开封市农机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8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进行
了较大幅度改革。在农机购置补贴
操作程序上，与往年相比，取消了
申请购机程序。在严格遵守操作程
序的基础上，将积极探索“一站
式”服务等工作模式，努力实现符
合规定条件的购机者办理补贴时只
跑一趟。 （据新华社）

潍坊市农村合作金融试点工作扩大到11个县市区

“信用互助”解了村民用钱难题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和乡
以花海为平台，以人文、生态、
自然为主线，形成集“食、药、
赏、经”为一体的休闲观光农业
特色，推广地方乡村旅游，留住
乡愁乡韵，实现乡村旅游、生态
及经济效益多赢。

近日，当地为期3天的乡村
文化旅游节在穑诞村落幕。图为
游客在晚霞辉映下的向日葵、百
日菊、波斯菊花海中流连忘返。

（赵春亮 摄）

花为媒，留乡愁

买台拖拉机，4年未领到补贴
惠农政策在部分地区陷入“马拉松式”流程

乡村建设和发展中，仍有一些
让基层干部感到困惑的事。有基层
干部说，有关部门拨款300万元用
于修缮村里的古宅，但光是危房鉴
定、招投标、外包设计、施工管理
等这些流程费用，就要花掉五六十
万元。村干部困惑：村里的工匠完
全可以胜任修缮工作，为啥一定要
找外面的专家来设计？一位村支
书说，过去农村建设主要靠本村
农民自己投工投劳完成，现在村
里搞点儿建设都要招投标，导致
只能相邻的村庄互相“承包”对
方村里的活儿。为啥自己村里的
活儿不能自己干？村干部的困惑
值得思考。

应当说，严格规范农村建设审
批、设计、施工等流程，借鉴了城
市建设的有益经验，有助于解决一
些乡村不顾土地利用等相关规划、
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私搭乱建、缺
少科学设计、施工质量难以保证等
问题，有利于遏制基层贪腐案件的
发生。但是，新的流程中由于审批
环节多、涉及部门多、费用相对高
等原因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有的地
方因为项目审批周期拉得太长，该
搞的村庄建设干脆放弃了。有的地
方出现个别村子为了完成流程应对
检查而弄虚作假的情况。有的村干
部觉得为难，一项小工程总造价才
5万元，哪个城里的公司愿意给设
计？又该如何进行招投标？

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乡村管
理，都要看到乡村有着与城市不同
的特点。有些在城市建设、管理中

行之有效的方法、经验不一定能适
应现实的农情村情。如果不注重农
村的现实情况，只是想当然地用
“先进”的城市思维去谋划乡村发
展、设计乡村未来，难免会脱离农
村实际，甚至带来一些不良后果。

无论是从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
看，还是从乡村振兴的现实看，农
民都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家门口的
建设怎么搞，村里的事儿怎么办，
农民往往最有发言权。随着人才回
流乡村，村里的能人、巧匠越来越
多，经过城市的熏陶洗礼，他们也
能更加适应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新形
势。因此，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
时，应当多从农民的角度思考问
题，多听听他们的声音，充分吸纳
他们的智慧，让村里的能人巧匠有
用武之地，这样才能把村里的事儿
办得让村里人满意。

让政策更适应农情村情，把农
民参与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充
分调动起来，有关政府部门的“放
管服”意识不可或缺。一方面要简
政放权，该简化的手续简到位，该
降低的收费降到位，该有实施细则
的政策细到位，别让政策性“路
障”给乡村建设和发展“添堵”，
也别让基层干部群众看着好政策不
知该咋用。另一方面，该有的监管
也要管到位，通过事前规范和事后
监管设置好边界，不让乡村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跑偏”。

如今，乡村振兴的蓝图已经绘
就，愿每一个乡村的发展梦想都能
顺利实现。

◎话说新农村

接地气才能办好村里的事
●朱隽

本报济南讯 山东省城镇化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
《全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近期工作
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

《工作要点》明确，我省将
深入实施山东半岛城市群规划，
推进城市群内部空间、产业、交
通、生态、设施和公共服务“六
个一体化”，促进大中小城市网
络化建设，提升城市群建设质
量。印发实施济南都市圈和烟
威、东滨、临日、济枣菏都市区
规划，开展青岛都市圈发展战略
研究，打造“两圈四区”总体格
局。强化济南、青岛、烟台新旧
动能转换的“三核引领”作用，

优化行政区划和功能布局，增强
综合承载能力和创新要素聚集能
力，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网络化
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
省将加快城市更新改造，推进城中
村、棚户区以及老旧小区改造，
2018年全省改造各类棚户区84 . 3万
套、老旧小区3432万平方米。

我省将进一步增强城市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加大城镇学前教
育资源供给。完善城市养老服务
设施。加快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2018年每个县(市、区)建成2

个以上功能完善的示范性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居家服务信息平台实

现县级全覆盖。加大医联体建设力
度，全面启动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2018年力争50%的县(市)建成机制
完善、成效明显的县域医共体。

《工作要点》提出，我省将
推进乡村旅游规模化发展，打造
20个乡村旅游集群片区、60个乡村
旅游园区。实施“乡村旅游后备箱”
工程，打造30家“乡村旅游后备箱”
工程示范基地。打造农村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互助服务和
居家关爱服务，2018年建成农村
幸福院1000处。加快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建设，2018年底 ,实
现全省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基本覆盖。（据《大众日报》）

山东将打造济青两大都市圈
建设烟威、东滨、临日、济枣菏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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