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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鹏

河南省最贫困的三门峡市

卢氏县一年之内扶贫贷款增加

了11倍，帮助超过1万多名贫

困户脱了贫。这是河南省三门

峡全市创新金融扶贫“撬开”脱

贫攻坚新格局的一例。

据了解，自 2017 年以来，

围绕探索金融手段助力脱贫，

三门峡市打破传统思维，以金

融手段根治穷根，根据各地不

同实际探索出了“卢氏模式”和

“陕州做法”，为各地攻克“坚中

之坚”提供了借鉴。

信用变贷款
最贫县1年增长11倍
在三门峡市卢氏县金融中

心的信用信息档案室，一排排

的柜子内整齐存放着全县8万

多农户的信用信息，打开每户

档案，单户登记的可量化信息

就多达144项，数据总量超过千

万条。

去年3月，河南省在全省最

贫困的卢氏县建立金融扶贫试

验区，首项任务就是为全县农

户建立信用档案。如今，这些

信用数据成了这个县最宝贵的

扶贫资源。1年之内，千万条农

户信用数据带动全县贫困户贷

款获得率从不足 1％增长到

49％，扶贫贷款同比增长 11

倍，帮助1万多人脱了贫。

信用变贷款，正在悄悄改

变当地的贫困面貌。第一次成

为拥有信用档案的有信户后，

杜关镇显众村贫困户杨四成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靠着信用从银行贷到的5万元

无抵押无担保贷款，他种了5亩

太子参，每亩年收入至少8000

元，家里4口人当年就实现了

脱贫。

“贫困户有了发展贷款，我

对3年带动100个贫困村发展

1万亩花椒种植充满信心。”卢

氏县鑫博源花椒种植合作社负

责人张博是一名返乡创业的退

伍老兵。据他介绍，2017年刚

刚起步的这个合作社，贫困社

员获得的扶贫贷款超过1000

万元，短短数月，合作社的规模

就发展到了1000亩。

据卢氏县统计，仅 2017

年，卢氏县全县新增扶贫贷款

超过10亿元，而2016年不足亿

元，712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因

此受益。受扶贫投入带动，卢

氏县一年新增新型经营主体

658家，总数达到1041家，同比

增长2.7倍。

破除传统障碍
构建四大体系

卢氏县五里川镇马耳崖村

村民李刚高位截瘫，儿子因病

做了21次手术，全家以养鸡为

生。传统的金融模式下，一贫

如洗且无劳动能力的他根本不

可能获得贷款。但2017年在

金融扶贫政策的支持下，他利

用5万元的扶贫小额贷款扩建

鸡舍，将养殖规模扩大到了

5000 只，又养了 3头母猪，这

样一年的收入就可望超过10

万元。

金融扶贫的“卢氏模式”让

大山深处贫困户看到的是希

望，而在此背后则是破除传统

障碍、实现金融与扶贫精准结

合而建立起来的金融扶贫四大

基础体系：以县乡村三级金融

服务中心（站）为主体的金融服

务体系、以农村信用工程为主

要内容的信用评价体系、以风

险资金补偿机制为核心的风险

防控体系以及承载金融扶贫的

产业支撑体系。

据卢氏县金融办介绍，实

施金融扶贫前，全县8家金融

机构只有1家在乡镇设有服务

网点，平均每名信贷员要服务

居住分散的 1000 多个农户、

3000多人，服务跟不上，群众

不满意。

金融扶贫中，卢氏县重建

金融服务网，从县城建到村部，

金融人员也由 118 人增加到

1981人，增长近17倍，但农户贷

款时间却从原来的“少则半个

月，多则无限期”变成了“足不出

户，4个工作日贷款拿到手”。

据新华社消息，在金融扶

贫的带动下，原来基础薄弱的

卢氏县产业发展迅速。一年

内，落地项目20个，投资超过

50亿元。2017年建成产业扶

贫基地210个，今年有望达到

350个，实现贫困户全覆盖。

金融纽带
“让非贫困户也参与进来”

“想贷不敢贷，贷了不会

用。”针对贫困户对金融扶贫的

担心，2017年8月，三门峡市陕

州区在“卢氏模式”的基础上，

又创新性地提出了以非贫困户

带动贫困户，以金融纽带让非

贫困户也参与进来的“捆绑式”

金融扶贫模式。

在陕州区张汴乡西王村，

35个蔬菜大棚连成一片，规模

壮观。但种植大户杨丛丁当初

怎么也没想到，去年9月资金困

难的时候，居然是丧失了劳动

能力的朱忍让帮了自己的忙。

朱忍让是深度贫困户，按照政

策可以享受扶贫贷款优惠，但

没有项目；杨丛丁则是有项目

却缺钱，互补的需求使得两人

一拍即合。

按照非贫带动脱贫模式，

陕州区以党建为引领，从非贫

困户中选定致富党员、致富干

部、经济能人、爱心人士、回乡

创业人员五类带贫主体，鼓励

享受金融扶贫政策的贫困户与

有农业项目的非贫困户开展合

作，非贫困户获得了贷款支持，

而贫困户则可以通过打工获得

工资收入，也可以要求以传授

经验的方式学习生产技能。

据统计，去年8月份以来，

陕州区共办理发放金融扶贫贷

款6867笔、3.64 亿元，其中为

2765对非贫困户与贫困户发放

办理贷款1.48亿元。

在“卢氏模式”和“陕州做

法”的带动下，2017年，三门峡

市累计投放金融扶贫小额信贷

近17亿元，29,619户贫困户获

得信贷支持，占全市有贷款需

求贫困户的87％。

□ 本报记者 何广丙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8 年

中央1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战

略，提出到2050年，乡村全面

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全面实现，这为我国新时代“三

农”工作及未来30年发展绘就

了“路线图”。

但是，如何在新时代走好

“三农”发展的特色之路？在新

春走基层活动中，记者来到西

部典型的丘陵山区四川省眉山

市丹棱县，这个曾经的贫困县

域，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抓手，致力脱贫攻坚，引

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丹棱

成为我国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

一个缩影。

深化供给侧改革
建成特色基地30万亩

“建成特色效益农业产业

基地30万亩、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5.33万亩，成立四川丹橙现

代果业有限公司，引领‘丹棱桔

橙’统一标准、创响品牌、共闯

市场，‘东坡味道·丹棱特产’实

现销售收入46.4亿元，率先超

额完成小康社会三大核心指

标。”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委书

记朱莉说，2017年，丹棱县经济

建设蓄势提质，全县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16,424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现29,402元，地区生产总值

（GDP）实现55亿元，均在2010

年的基础上实现翻一番，三项

指标分别是2010年的2.7倍、

2.3倍和2.2倍。

在这来之不易的成果背

后，透视出像丹棱县域一样的

山区，引领“三农”发展驶入快

轨。记者获悉，近年来，为推动

全县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丹棱县始终坚

持把致力“乡村振兴”作为提升

全县农村、农民生活质量的重

要抓手，不断在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上下“真功夫”，成功创建

了四川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示范县、“丹棱桔橙”地理标志

创建全省首个国家级示范样

板，“一县一品晚熟柑橘发展”

入选2017全省十大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案例，“现代小

农”经济发展获汪洋副总理肯

定性批示，这为推动西部山区

“乡村振兴”树立了典范。

致力于乡村振兴
打造“国家乡村公园”样本

“刚刚过去的一年，丹棱县

一三产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国

家乡村公园PPP项目成功招商

落地；幸福村获全国生态文化

村、一村一品示范村，荣登央视

《新闻联播》；顺利实施省级电

子商务示范县项目，成功签约

阿里巴巴农村电子商务项目；

新建59个乡村级电商服务站、

1个县级公共服务中心；电子

商务孵化园入住电商35户，评

为省级科技孵化器、纳入农业

部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园区目

录；全年接待游客333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28亿元。”谈到丹

棱县新时代发展时，朱莉信心

满满。

记者获悉，为了推进全域

旅游发展，该县2016年依托县

域优势，创造性提出建设涵盖

全域范围的“国家乡村公园”，

即以西北部山区208平方公里

为核心，建设一个乡村发展与

旅游发展相互渗透的综合发展

实践区域。通过创新旅游开发

PPP模式，按照“路加旅、路促

旅、旅考路”的思路，推出总投

资 30亿元国家乡村公园 PPP

项目。

随后，为确保国家乡村公

园PPP项目快速招商落地，该

县成立了发改局、财政局、交通

局、审计局、政府法制办、旅发

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部

门负责人为核心成员的项目推

进组，先后6次赴全国各地对社

会资本方进行考察，掌握第一

手资料。

“2017年12月25日，该县

国家乡村公园PPP项目开标，

世界五百强绿地集团携手景域

集团联合体中标。绿地和景域

强强联合，将以‘雅致、革新、齐

乐’为内涵，打造产业、文化、生

活共荣共济的乡村振兴‘丹棱

模式’。”丹棱县有关负责人说。

朱莉表示，丹棱县将高起

点谋划全域国家乡村公园建

设，启动全域旅游规划暨国家

乡村公园总体规划编制，重磅

推出“丹棱国家乡村公园”品

牌，打造国家乡村公园最强旅

游IP，提升国家乡村公园整体

品质。该区域还将引进景域旗

下自带IP、自带流量的“歌遥”

系列，打造“龙鹄度假聚落”，并

借举办丹棱国际果业博览会之

机，建设桔橙特色小镇，将龙鹄

山打造成农旅融合、乡村旅游

提升的全国案例。

本报讯 近日，一场深度

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暨全面提升清东陵景区环

境誓师大会在河北遵化市清东

陵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举行。针

对清东陵保护区面大点多、景

区与村庄交错的现状，遵化市

以“全域游标准”，将景区周边

30多个村庄纳入治理范围，探

索一条独特的“大景区”环境综

合整治路径。

据介绍，作为世界文化遗

产、国家AAAAA级景区的清

东陵，是遵化市旅游的龙头。

但由于历史原因，景区与村庄

混合并存，致使景区周边的村

庄、河道、公路沿线“脏、乱、

差”现象一直不能得到有效治

理。为此，遵化市勇于自我革

新、主动揭短亮丑，以铁的决

心、铁的措施、铁的手腕，掀起

了清东陵景区旅游环境整治

提升“风暴”。

为保证此次环境提升工作

顺利完成，全市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层层立“军令状”，清东陵

保护区管委会组织号召景区周

边5万余名村民参与环境整治

提升；成立5个督导组，按分工、

按标准、按时限，采取巡查、暗

访等方式进行督查，按个销号，

工作成绩纳入年终考核，并以

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周宏武 王双利 董金辉）

本报讯 “您反映的这个

问题我会直接过问，如果不是

政策性障碍问题，我们会想办

法帮你办好，如果是强制性要

求，那就只能采取其它的渠道

协调解决了。”3月6日，湖南省

嘉禾县县长公开电话办公室

里，该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局长刘建新正在细

心地解答群众打进来的热线

电话。

据介绍，为进一步建立完

善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听

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的工作

机制，嘉禾县人民政府决定，

从2018年3月起，实行县长、

副县长及县直有关单位主要

负责人接听县长公开电话制

度。即每个工作日安排一名

县直机关主要负责人，每周四

安排一位县领导，并提前将安

排情况在媒体上予以公布，确

保群众拨打县长公开电话，能

及时得到权威答复。

据了解，近年来，嘉禾县高

度重视群众呼声，认真倾听群

众诉求，妥善处理群众反映问

题，较好地维护了全县经济社

会和谐稳定发展。该县通过设

立“一局四中心”，即:信访局、

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综治中心、

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矛盾纠

纷调处中心，实现五个部门、单

位集中办公，“一站式”受理辖

区内群众矛盾纠纷方面的求

助、投诉，并进行联动处理、督

办、反馈等，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邓和明 李 燕）

本报讯 湖南省公路管理

局近日对全省公路系统2017

年度“十佳”单位和个人进行表

彰，湖南省桂阳县双流治超站

被授予“十佳公路超限检测站”

称号，并位列全省2017年度

“十佳公路超限检测站”之首。

据介绍，治理运输超载工

作历来存在成本大、难持久、

难协调、难监管等弊病。为建

立长效机制，该县做了一些积

极的探索。首先，在治超站建

成不停车检测系统，减少了打

印磅单程序，大大提高放行速

度，减少检测站点入口拥堵现

象，并节省了人力物力，有效

规范执法人员执法行为。其

次，在全县范围建立治超监控

系统，实行全天候无缝监督。

该县在2个治超站点、7个重点

源头企业和重要路口投入500

多万元建设了多个“数字公

路”治超监控点，并在县治超

办建立了治超监控中心，对各

治超监控点的车辆通行状况

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同步采

集各治超站点和源头企业的

货运车辆牌号、轴数、车重等

信息数据，精确判断车辆是否

为超限运输，从而为县治超办

调度指挥路面查处、实施源头

企业管理提供依据，确保治超

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王成家）

河北遵化打响景区环境治理攻坚战河北遵化打响景区环境治理攻坚战

湖南嘉禾创新信访机制解民忧湖南嘉禾创新信访机制解民忧

湖南桂阳借助科技力量提高治超效率湖南桂阳借助科技力量提高治超效率

建设体系破障碍 做活金融助脱贫
河南三门峡市创新金融扶贫“撬开”脱贫攻坚新格局

瞄准乡村振兴 打造全域“国家乡村公园”
四川眉山丹棱县按照“路加旅、路促旅、旅考路”的思路，创造性提出

建设乡村与旅游发展相互渗透的综合实践区域

公公 示示
本报拟为时和昌（身份证号:410105**** **20****）

申办新闻记者证。特此公示。

公示期：2018年3月29日至4月4日。

公示联系电话：010-56805180

中国改革报社

2018年3月28日

四川四川““农民夜校农民夜校””
把脱贫把脱贫““妙方妙方””送送到群众手上到群众手上

自2016年8月以来，四川省根据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依

托村级活动阵地开办农民夜校

45,832所，实现了全省所有行政村

全覆盖。图为在四川省达州万源市

青花镇，“土专家”张佑德（左）为村民

进行茶叶采摘培训。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

哈尔滨汉洋菌业哈尔滨汉洋菌业：：小蘑小蘑菇大产业菇大产业
黑龙江省哈尔滨汉洋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采取南菇北移，反

季节生产南方名贵食用菌的经营策略，打造出了汉洋食用菌特色

品牌。汉洋菌业为带动一方农民致富，建立“龙头企业+基地+农

户”的汉洋模式，累计带动万余户下岗工人种植食用菌致富，将小

蘑菇做成了大产业。图为该公司董事长张东良（左一）在菌房内

查看蘑菇长势。 本报记者 郭宪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