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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全南：“产业扶贫信贷通”助力脱贫攻坚 
刘绍文

息期限为 3 年。按“先付后补”的原则，

对贫困户的贷款贴息每季度结算，对农

业企业、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的贷款贴息每年结算。

二是加强宣传力度，主动帮扶对

接。充分利用县内媒体资源，加强对精

准扶贫“产业扶贫信贷通”的贷款政策

宣传。组织各单位精准扶贫工作队员、

乡村干部参加全县金融扶贫知识培训，

同时要求帮扶干部深入贫困户对接贷

款，面对面宣讲“产业扶贫信贷通”政

策，并发放金融扶贫知识宣传手册。要

求结对帮扶干部详细介绍精准扶贫“产

业扶贫信贷通”财政扶贫贴息政策，并

做好走访调查日记，让需要贷款的贫困

户，深入知晓“产业扶贫信贷通”的惠农

政策。

三是创新带动模式，提升帮扶成

效。采取自主和托管分类式支持贫困

户，对有发展能力、诚实守信的贫困户，

采取自主发展方式。对无能力发展，但

诚信度高、有发展意愿和致富项目的贫

困户，采取托管能人带动发展方式，将

资金注入合作社或龙头企业，以托管或

入股分红方式扶持其发展。同时，灵活

运用以土地入股、劳力入股、股份合作

等形式，创新推出“信贷 +”扶贫模式。

建立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

走、能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

的效益联结机制。通过龙头农业企业、

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引领带动

一批贫困户发展见效快（如蔬菜、白莲、

灵芝）、可持续的种植养殖业，促进贫困

群众增收致富。

四是层层严格把关，严防信贷资金

风险。严格把关准入，把握贫困户源头

关。由村委会开具贫困户证明、乡（镇）

精准扶贫工作站审核、县精准办严格把

关是否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严格调

查，把握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资质关。合作银行逐户上门调查，

现场查看经营主体的经营场所，上门调

查经营主体家庭环境，全面分析资质，

做到对经营主体的全面了解，防范信用

风险。

五是优化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

各合作银行统一配备专业客户经理，实

行“首问负责制”和“一站式”服务。对

信用良好贫困贷款户，在首次贷款时开

设绿色通道。申贷户提供资料齐全、符

合贷款条件的前提下，办理一笔贷款从

调查到审批期限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

同时对处偏远山区的产业发展贫困户，

主动上门服务对接办理贷款，减少贫困

户往返办贷次数，简化申请办理程序、

并现场合议评审，提升办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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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江西省全南县扎实推进精

准扶贫“产业扶贫信贷通”工作，支持

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体、农业企业、家庭

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具有地域特

色、见效快、可持续的种植养殖业及其

他扶贫效果好的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

致富。1—12 月，全县共发放产业扶贫信

贷通贷款 14021 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 107.85%，惠及 2332 户贫困户、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中带动贫困户发展

的农业经营主体 63 户共计 5363 万元。

一是强化政策落实，加大财政扶贫

贴息。全南县先后出台了《产业扶贫信

贷通实施方案》 《金融扶贫工作实施方

案》 《精准扶贫产业帮扶专项资金贷款

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贷款

对象进行明确规定，即列入全县 2015 年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册贫困对象年满

18 周岁、不超过 60 周岁，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有产业发展意愿的贫困人

口。贷款以户为单位，每户贫困户可申

请 5 万元小额信用贷款。对贫困户贷款

需求 5 万元以下，期限为 3 至 5 年的，按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100% 给予财政扶

贫贴息政策，贴息期限为 3 年。同时，明

确规定了贴息范围，对农业企业、家庭

农场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引领带动贫困

户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贷款按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的 50% 给予财政扶贫贴息，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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