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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瓮安县金融扶贫的思考
1

颜德彬

（瓮安县扶贫开发局，贵州 瓮安 550400）

【摘 要】：贵州省瓮安县 2016年开始实施“特惠贷”金融扶贫工作，到 2016年 12月 31日，向全县 6668户贫

困农户发放“特惠贷”贷款 31423.7 万元，对贫困农户全额贴息 485.98 万元，在扶贫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对

瓮安县金融扶贫的经验进行了介绍，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对贫困农户的识别和管理、加强贷款程序管理、

包保干部应充分发挥作用、加强贷后资金管理和服务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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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贵州省中部的瓮安县，辖 11个乡镇和 2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 481048人，其中农村人口 301947 人，国土面积 1974km
2
，

耕地 56614.2hm
2
，其中水田 23039.8hm

2
，旱地 33574.4hm

2
。据统计，2016年初，全县有贫困人口 12378 户，39768人，有 46个

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为 8.27%。2016 年，为了加快全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降低贫困发生率，切实解决全县贫困人口贷款难、

担保难、抵押难、贷款贵、还款难的问题，瓮安县委政府多次组织召开“特惠贷”专题讨论会议，就贷款资金如何增加贫困农

户收入、风险防控及风险补偿基金额度、贴息保障、支农再贷款保障等问题进行了部署，县扶贫局、县财政局、县联社三家单

位签署《“特惠贷”三方合作协议》，确定了风险补偿比例，确定风险补偿基金由政府出资，首期存入资金 500 万元。县级每

年预算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量的 10%作为扶贫专项资金，并将其中 50%的资金注入风险补偿金。2016 年 5月，扶贫“特惠贷”

工作在全县正式启动。

1、取得的成效

1.1放大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通过建立风险保证金制度，撬动了金融资金投入扶贫开发，使财政扶贫的“小钱”撬动金融的“大钱”，有效地缓解了财

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压力，据调查，2016 年瓮安县把财政扶贫资金 985.98 万元用作风险保证金和贴息，撬动金融扶贫贷款“特惠

贷”31423.7 万元，确保 666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 5 万元以下扶贫贷款，让有限的财政扶贫资金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实

效。

1.2破解了贫困户信贷抵押的难题

贫困户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是制约困难群众自我发展的瓶颈。金融扶贫“特惠贷”的作用就是通过财政扶贫资金的风险保证，

为贫困农户提供贷款担保，降低贫困农户贷款准入门槛，让贫困农户贷上款，使扶贫政策惠及大多数贫困户，有效破解贫困农

户“贷款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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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减轻了贫困农户的负担

以往的贷款利率高，贫困农户贷款负担重。2016 年，瓮安县政府为农商行提供 500 万元风险保证金的同时，要求农商行降

低贷款利率，同时，又筹集财政扶贫资金为贫困农户贷款提供全额贴息 485.98万元，尽量让利于民，切实减轻贫困农户支付贷

款利息的负担。

1.4提升了帮扶工作的实效

“特惠贷”信贷扶贫资金的发放，有效激发了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增强了贫困户自我发展的能力和积极性，使贫困群众

转变了“等、靠、要”的思想，让我们的扶贫工作从“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让贫困群众从“等着扶贫”向“我要脱贫”

“我要致富”自我发展方向转变。同时“特惠贷”信贷资金保障了贫困户产业发展、入股专业合作社等的启动资金，由此激发

了贫困群众自我脱贫的积极性，主动贷款发展蔬菜、中药材、养殖业等短、平、快产业，脱贫致富的贫困户逐渐增多。并且，

通过大力开展“特惠贷”业务宣传，进一步普及金融扶贫政策，农村地区广大贫困农户踊跃申请“特惠贷”，部分“老赖”农

户因长期拖欠农商行贷款，无法办理“特惠贷”，无法享受优惠的扶贫政策，转而主动还清拖欠农商行的“老贷款”，并表示

积极主动的维护个人信用，维护好信用村组、信用乡镇的荣誉。据统计，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全县各乡镇及街道办处的农

商行网点已经向 6668户贫困农户发放“特惠贷”31423.7万元，贴息 4859818.62 元。有效地加快了瓮安县脱贫攻坚进程，使瓮

安县“特惠贷”资金在脱贫攻坚进程中真正起到了“助推器”、“催化剂”的作用。

2、具体做法

2.1创新方式，破解信贷“瓶颈”

凡是县内 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凡持有《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的，均可向

县信用联社申请 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的精准扶贫“特惠贷”贷款，以破解贫困农户无抵押担保资产，贷款难的瓶颈问题。贷

款利率按照人民银行关于支农再贷款规定的基准利率执行，并由县扶贫局按季度予以全额贴息补助，贴息期为 3年。

2.2深入调研，找准致富难的“症结”

各乡镇人民政府组成“特惠贷”调研组进行专题调研，深入贫困村对贫困人口逐户开展人户调查，摸清贫困现状，找准致

贫原因，通过调研，对贫困户发展产业缺乏资金、有贷款意愿的家庭作详细登记造册，结合全县出台的《瓮安县关于进一步做

好精准扶贫“特惠贷”工作通知》要求，找准贫困户致富难的“症结”，全力帮助贫困户用“特惠贷”信贷资金发展产业、入

股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入股企业，预计 2016 年的“特惠贷”扶贫贷款将为全县 6668 户贫困户创造 2200 万元收

入，这样就稳定了贫困户收入，将如期实现全县贫困农户脱贫。

2.3全程跟踪，严格把握资金投向关

为解决贫困户“特惠贷”资金投向问题，我们充分发挥结对帮扶干部的作用，由结对帮扶干部全程跟踪指导“特惠贷”信

贷资金使用，根据贫困户资源优势、劳动力结构、发展意愿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帮助其选好脱贫致富路子，并

对贷款资金用于自身发展产业或者入股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的年终获益或者获取分红进行跟踪管理，使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建立

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户“特惠贷”资金有稳定收益。

2.4规范管理，严控还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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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特惠贷”申请和发放程序。由符合条件的扶贫对象填写贷款申请表，先由村（社区）“特惠贷”风险管控小组审查

并签署意见，再通过乡镇人民政府“特惠贷”风险管控小组会审形成审核意见，送乡镇信用社办理贷款手续。建立“特惠贷”

风险管控小组。成立以乡镇分管领导为组长，财政所长、扶贫站长、信用社干部为成员的“特惠贷”乡镇风险管控小组；同时

又以行政村（社区）成立以村党总支书记为组长，村委会、包片信贷员、群众代表为成员的“特惠贷”村风险防控小组。乡镇、

村风险防控小组定期对“特惠贷”贷款的使用进行监督，确保“特惠贷”信贷资金真正用于创收增收项目。把握“特惠贷”信

贷资金额度。结合申请农户创收增收项目的建设规模及预算，认真把握贷款额度，确保贫困户有效使用贷款、定期归还贷款。

县信用联社和各乡镇信用社建立“特惠贷”台账，县信用联社及时对全县“特惠贷”情况进行汇总，按季度报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跟踪并了解情况，及时兑现贴息。县扶贫局、县财政局按季度足额将“特惠贷”贴息资金兑现到贫困户，确保贫困户

及时享受“特惠贷”贴息政策。

3、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瓮安县扶贫“特惠贷”工作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多数单位不够重视，信息报送不及时，存在

应付了事的情况，或是各干各的，资源分散，信息沟通不畅二是“特惠贷”风险逐渐显现，户多面广，贷后管理难度不断增大

三是发放准入条件相对较低，贫困农户贷后的创收能力、管理能力弱，到期形成不良贷款的可能性较大。四是对贫困户精准识

別不准，不是贫困户的被纳入了进来，占用了扶贫资金，据统汁，2016 年这种不在贫困范围内，而又持卡获得“特惠贷”的农

户，全县就有 219户，贷款金额 KH1.45 万元，获得贴息 167054.01 元，占 2016年总贴息金额的 3.44%。五是贫困户得到了“特

惠贷”贷款却找不到致富门路，只能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同时部分贫困户由于信誉不好，银行担心到时收不回借款本金，采

用入股分红的形式使用特惠贷资金，没有发挥“特惠贷”资金的扶贫作用。

4、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对贫困农户的识别和管理，对不该纳入“特惠贷”的贫困户，坚决不纳入，对贫困户识别清楚后，坚决按进入程

序办理。对进出贫困系统的人员必须有登记，建立健全管理人员问责机制，确保全县贫困农户真正获得实惠，实现扶真平的目

的。二是加强贷款程序管理，对不该获得特惠贷的，坚决不予办理。三是包保干部应充分了解包保贫困户的基本情况，对确实

需要资金发展产业的贫困户，应由包保干部出面对接，力争让贫困农户获得发展产业的“特惠贷”。四是加强贷后资金管理和

服务。乡镇村干部和包保干部对贫困农户要时刻关注，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在信息、技术、产销等环节上的困难，真正做到真扶

贫。五是加强资金管理。对贫困农户的资金加强监管，不能让贫困农户胡乱使用“特惠贷”。对贷款和贴息加强审核，力争让

“特惠贷”资金真正用到贫困农户自身发展上，让全县贫困农户早日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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