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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全國兩會專輯

近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對2011年全國35家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主要經營及風險

指標進行了排名，新疆農村信用社主要業務經營指標躋身前列。其中，資本充足率12.3%，

居第十二位；撥備覆蓋率居第九位；不良貸款率居第五位；貸款損失專項準備充足率居第六

位；貸款損失專項準備金缺口居第七位；資產利潤率居第四位；成本收入比居第八位。

「今年雪下得大，路也難走，但信用社的工作人
員不怕路途艱辛上門服務，真是為我們雪中送炭
啊！感謝信用社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和很大的
幫助⋯⋯」陳樹明緊緊握 塔城市聯社領導的手激
動地說。

2011年2月10日，塔城地區種牛場場長陳樹明代表
全場職工為塔城市聯社送來一面錦旗，表達他們對
信用社通過實施信用工程為農服務的感激之情。通
過信用工程，信用戶只需根據自己的信用額度隨時
來信用聯社貸款，十分方便。

在廣大農村地區深入開展「信用戶」、「信用村」
和「信用鄉（鎮）」創建工作，有效解決了農戶

「貸款難」等問題，為推廣普及農戶小額信用貸
款、不斷加大信貸投放、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創造良
好的外部環境。自治區聯社成立以來，農村信用社
積極牽頭主抓，農村信用工程建設工作突飛猛進。
現在，農牧民十分珍惜自己的信用記錄和信用等
級，每到秋收季節，農戶排隊還貸的場景隨處可
見，信用社當年投放的到期貸款100%都能收回。

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的評定，不僅有效解
決了「農民貸款難」和「信用社難貸款」的問題，
架起社農「連心橋」，實現了富民、強社和改善當
地金融生態環境的「多贏」目標；而且「信用無
價」、「誠實守信」等觀念深入人心，講誠信的農
戶通過貸款積極發展生產，收入越來越高，生活越
來越紅火，以「信用村」、「信用戶」為代表的一

大批鄉村和農戶，成為致富奔小康的「示範村」和
「帶頭人」。

2011年4月，自治區聯社在南北疆召開了信用工程
建設經驗交流現場會，通過現場觀摩、典型引路、
蹲點幫扶等措施，全區農村信用工程建設工作進度
明顯加快，質量明顯提高，農牧民得到的實惠更
多。2011年末，全區信用戶總數152萬戶，較年初增
加29萬戶，佔比為60%，信用村4476個，較年初增
加1050個，佔比46%，信用鄉鎮268 個，較年初增
加95個，佔比24%。農戶小額信用貸款餘額70.8億
元，較年初增加12.6億元，增幅為21.8%；農戶聯保
貸款餘額158.1億元，較年初增加53.5億元，增幅為
51.2%。

巴州沙漠玉棗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逢人便
說：「信用社真是支農主力軍呀，沒有信用
社的支持，就沒有我如今的產業。」像沙漠
玉棗這樣的企業，在且末縣還有好幾家，都
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且末縣聯社的資金支持，
為做大做強紅棗產業的長遠目標起到了積極
的促進作用。

多年來，且末縣一直以種植棉花、小麥為
主。近幾年，在該縣大力發展紅棗產業的大
背景下，且末縣聯社及時調整支農工作思
路，在吃透農情、縣情、社情的基礎上，為
紅棗種植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為農民增收
致富做強有力的後盾。購買紅棗苗、農家
肥、人工採摘、銷售等各個環節，信用社都
給予了及時的信貸支持，使農民從種植到銷
售都有了充足的資金保障。同時，信用社將
信貸品種從單一的棉花種植貸款，增加為紅
棗種植貸款、紅棗收購資金貸款、特色林果
業貸款等多個品種，以實際行動為且末縣經
濟發展加油提速。

在大力支持廣大農戶種植紅棗的同時，且
末縣聯社積極扶持紅棗加工企業發展壯大。
兵團農二師工程支隊是該聯社多年合作單
位，在開發區有一片紅棗示範園，經過幾年
種植管理，紅棗園已初具規模。江蘇一商戶
在考察時發現了商機，承包了這片4年樹齡
2000畝地的紅棗園，準備進行紅棗種植深加

工，卻面臨資金短缺的難題。在與且末縣聯
社進行充分溝通後，客戶經理及時進行實地
調查，先後投放400萬元用於紅棗種植、廠區
建設、設備購置。目前，該廠已註冊為巴州
沙漠玉棗有限責任公司，並創立了「沙漠玉
棗」和「樓蘭香妃棗」兩個品牌。2010年，
公司生產的40多噸乾棗遠銷全國各地，年產
值達到500餘萬。

近五年，且末縣聯社累計發放貸款18.32億
元，重點支持紅棗產業的同時，還支持了設
施農業、節水滴灌、富民安居、興牧定居、
婦女創業等項目。目前，該縣種植紅棗面積
10萬畝，人均3.75畝，人均純收入8,187元，
佔農牧民總收入的51%。到「十二五」末將突
破15萬畝，同時將大力打造「新疆玉棗」系
列品牌，推廣應用先進的紅棗管理新技術，
引領棗業向產業化、規範化縱深方向發展。

面對日益複雜的經濟環境和中小企業融資
難等客觀現實，農村信用社牢固樹立服務中
小企業、服務縣域經濟的根本宗旨，充分發
揮農村信用社決策鏈短，辦事效率高的優
勢，實施理念、產品、服務和機制創新，突
出行業分類指導，加大信貸調控力度，對不
符合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和自治區限制行業堅
決限制准入，同時大力支持有產品、有市
場、有效益、講信譽的優強涉農企業和優質
中小客戶，不斷創新中小企業信貸載體，從

機構設置、產品創新、人員選配、業務流
程、激勵機制、自身風險防範等方面入手，
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服務，銀、政、企聯手，
採取財政貼息、擔保公司擔保、設立中小企
業服務中心、中小企業聯保等措施，不斷加
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 力破解中小企
業貸款難等問題，截至2011年末，新疆農村
信用社中小企業貸款餘額245.5億元，淨投放
59.1億元，增幅31.7%。

阿克加孜克村位於鞏留縣的西部山區，距縣城70公里。該
村不但資源匱乏、氣候條件相對惡劣，而且溝壑遍佈，交通
極為不便，是自治區級貧困村。該村共有467戶居民，多為
哈薩克族牧民，主要以遊牧為生，人均收入僅為1980元。受
2011年11月1日地震的影響，阿克加孜克村共有337戶農牧民
不同程度受災，36戶居民的房屋、棚圈倒塌。為此，鞏留縣
聯社立即安排部署，切實做好抗災救災工作。

一方面，加大信貸投放力度。針對災情及農牧業產業結構
特點，在原有信貸規模的基礎上增加1億元信貸規模，用於
抗災救災的信貸資金需求。並結合實際加大對地震災區的信
貸投放，根據生產需要合理確定單筆貸款額度，切實提高貸
款投放量與覆蓋率，盡最大可能的滿足農牧民抗災救災、生
產生活等方面的信貸需求，加快農牧民災後重建工作、使他
們盡快脫貧致富。自11月1日地震以來，鞏留縣聯社為加快
阿克加孜牧民生產自救的進程，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單筆
貸款投放額度提高了30%，截至目前，對阿克加孜村共發放
了294萬元的養殖貸款，貸款利率普遍下調10%到20%，使當
地的169戶居民享受到了貸款額度及利率的優惠政策。另一
方面，因地制宜確定貸款期限。根據阿克加孜克村主要以牧
業生產為主的實際情況，鞏留縣聯社結合新農村建設的優惠
政策及農村信用社服務「三農」的市場定位，找準信貸支持

阿克加孜克村的切入點，按照「放水養魚」、「放大水養大
魚」的原則，根據牧業生產周期，合理確定牧業生產的貸款
期限，小畜養殖貸款期限可最高發放到3年期，大畜養殖貸
款可最高發放到5年期。再次，切實做到讓利於民、普惠於
民。鞏留縣聯社將根據阿克加孜克村為自治區級貧困村的實
際情況，給予該村相應的利率優惠政策，適當降低貸款利
率，減輕牧民負擔，以信貸支持和利率優惠為基礎，給予牧
民充分的發展空間，使阿克加孜克村牧民實現牧業生產的良
性循環。

2011年，全區農村信用社在自治區黨委、自

治區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下，認真貫徹

落實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自治區第八次黨代會精

神，堅定不移的圍繞服務「三農」、服務中小企業、

服務縣域經濟的目標不動搖，始終堅持民生優先的信

貸政策，不斷加大對「三農」、「三牧」及「兩居」

工程的信貸投入，各項工作扎實穩步推進，各項業務

實現了又好又快發展。

自治區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成立近6年來，始終立

足服務「三農」、服務縣域、服務中小企業的市場

定位，緊緊圍繞政府關心、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

問題，加大對民生領域支持力度，全力推進信用工

程建設、消除金融服務空白網點、「兩居」工程、

中小企業服務、婦女創業及下崗職工再就業貸款

等。

自治區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成立近6年來，始終立足

服務「三農」、服務縣域、服務中小企業的市場定

位，緊緊圍繞政府關心、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

題，加大對民生領域支持力度，全力推進信用工程建

設、消除金融服務空白網點、「兩居」工程、中小企

業服務、婦女創業及下崗職工再就業貸款等。截至

2011年末，全疆農村信用社以佔全疆金融機構各項

存款餘額13.90%的市場份額，承擔了60%的中小企

業貸款、70%的下崗職工再就業貸款、80%的農業貸

款、100%的富民安居工程貸款等，力促民生發展。

截至2011年末，全區農信社各項存款餘額1452.03

億元，較年初增加360.09億元，增幅達32.98%；各

項貸款餘額885.34億元，較年初增加246.70億元，增

幅達38.63%；實現稅前利潤49.8億元，同比增加22.8

億元，增幅達81%；不良貸款11.91億元，較年初下

降0.56億元，不良貸款佔比1.36%，較年初下降0.59

個百分點；資本金70億元，較年初增加25.38億元，

增幅達57.33%。存款、貸款、利潤、資本金等主要

指標增量與增幅均創歷史新高。

「多虧了信用社的婦女創業貸款！不然，
我真不知道以後的生活會是怎麼樣！」在
2011年6月10日富蘊縣聯社婦女創業貸款發放
儀式上，古麗巴哈提感激的說道。原來，作
為家庭主婦，她長年待業在家，僅靠丈夫一
個人微薄的收入負擔一家4口的日常開支，日
子過得相當困難。自從知道信用社開辦婦女
創業貸款後，她立即向信用社申請了8萬元的
信貸資金。開了一家「古麗乾果零售店」，並
僱了1個幫手。如今，乾果店一個月能盈利
2000餘元，家裡的生活狀況有了明顯的改
善。

這只是新疆農村信用社啟動支持婦女創業
貸款工程、鼓勵廣大婦女創業的一個縮影。
按照「立足縣域、服務『三農』、服務社區」
的發展目標，新疆信用社與當社與當地婦
聯，財政部門等密切協作，積極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按照「自擔風險」原則，實行簡化

手續、靈活擔保、快捷辦理等措施，大力協
助婦聯部門推行巾幗婦女創業貸款業務，建
立了「婦女創業貸款綠色通道」。一方面針對

「婦女創業就業貸款」主體和適用範圍的特殊
性，在產品的設計、審批流程和監控管理方
面，突破了一般自然人貸款的管理模式，指
派專人進行辦理，使之比傳統的自然人貸款
更便利、更優惠。另一方面開闢了專門的

「綠色通道」，簡化手續，凡是婦聯部門推薦
的創業項目都優先調查審查。「綠色通道」
開闢後，整個辦理流程效率較一般自然人貸
款提高一個工作日。

截至2011年末，全區農村信用社已發放婦
女小額創業貸款25.46億元，支持一批巾幗婦
女走上了創業致富路。通過推行婦女小額擔
保貸款優惠政策，突破婦女創業資金瓶頸難
題，幫助有創業願望的婦女實現創業夢想，
農村信用社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不斷提升。

支持婦女創業

2010年4月7日，烏魯木齊縣農村信用社甘溝鄉流動金融服務站掛牌
成立。這對新疆消除金融服務空白鄉鎮，實現鄉鎮基礎金融服務全覆
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甘溝鄉是烏魯木齊市南郊的一個山區牧業
鄉。由哈、漢、回、維、蒙、柯、塔塔爾等七個民族組成。近年來，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它金融服務機構和網點逐漸萎縮，造成農牧民
群眾存取款和貸款困難的局面，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因素。
甘溝鄉流動金融服務站的設立，不僅可辦理居民儲蓄、農業貸款和銀
行卡業務，同時還代理發放農民養老保險金、新農合、新農保、糧食
補貼、計劃生育獎勵金及工資等，極大方便了農牧民生活。家住甘溝
鄉前進村123號的哈薩克族牧民瑪里克說：「甘溝鄉在四、五年前還
有一個儲蓄網點，後來搬到永豐鄉去了，永豐鄉離這20公里，坐車來
回花時間，極不方便。現在在家門口辦理就方便多了，剛存了一千
元，還不到兩分鐘⋯⋯」

2010年以前，新疆854個鄉鎮中，有214個鄉鎮沒有金融服務網點，
金融服務空白點鄉鎮佔全區鄉鎮總數的25%，遠遠高出全國平均水
平，100多萬農牧民難以享受到金融服務。截至2010年末，新疆農信
社提前兩年完成銀監部門下達的工作任務，設立正式機構3個，設立
金融服務站139個，採取延伸服務解決47個，共解決金融服務空白鄉
鎮189個，完成新疆銀監局下達任務的100%，佔全區金融空白鄉鎮總
數的88.32%。

2011年初，自治區聯社根據銀監會將流動服務站逐步轉為固定網點
的要求，快速行動、周密部署，年末，54個流動網點全部轉為固定網
點，完成任務的100%，得到監管部門的充分肯定和廣大農牧民群眾的
一致好評。

■在農村信用社的信貸支持下，喀什地區大棚種植西紅柿喜獲豐收

■在庫爾勒市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支持下的棉農喜獲豐收

空白網點鄉鎮金融服務全覆蓋
開啟農牧民致富新希望

信用工程搭平台
營造農村金融誠信環境

喀什地區富民安居工程共有17萬戶農戶住宅需要
改造，由於當地農戶收入普遍偏低，自籌資金難一
直是建房安居的最大障礙。2010年4月，本 「改造
與新建並舉、扶持與自籌結合、專款專項管理」的
原則，農信社貸款17億支持喀什地區富民安居工程
建設，從2010年至2013年分3年完成，平均向每戶農
戶發放貸款1萬元，授信額度適度增加，農戶最高
授信額可達5萬元，貸款期限適當延長，貸款利率
適度下浮，貸款手續進一步簡化，同時對農戶小額
貸款敞開供應，既要「安居」又要「富民」，防止
增加負債返貧的現象發生，千方百計幫助喀什地區
農牧民住上安居房，把這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的民生工程做好。

2011年以來，全區農村信用社堅定不移地貫徹落
實民生優先的信貸政策，在加大對「三農」、「三
牧」信貸的投入的同時，切實加大安居富民、定居
興牧工程的信貸投放。截至2011年末，農村信用社
兩居貸款餘額達36.7億元，惠及16.8萬戶農牧民。

一方面，新疆農村信用社加強與地方各級黨政和
職能部門的協調與溝通，充分掌握「兩居」工程建
設目標、財政補貼和對口援疆資金落情況、根據政
府制定的工程建設方案，準確測算資金需求規模，
積極籌措資金，確保資金供給及時足額到位。另一
方面，在宏觀調調控政策趨緊、信貸規模緊張的情
況下，準確掌握全區「兩居」工程信貸資金需求，
向人民銀行總行申請新增50億元信貸額度，合理分

配信貸額度，重點向南疆三地州等「兩居」工程建
設任務較重的地州傾斜，把握好投放重點和節奏。
再次，針對農戶安居和致富的不同要求，開展小額
貸款支持新方式，合理測算貸款期限，在期限上給
予放寬，最長期限達到5年；對因故不能按期償還
貸款的貧困農牧民，可在原貸款期限的基礎上，給
予2-4年的寬限期，並且該類貸款不納入信用工程的
考核範圍，最大限度保障了農牧民的生產生活。截
至目前，僅喀什地區就有6萬餘戶農牧民住上了安
居房，農村信用社貸款投放達11億元。

2011年11月，在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
國銀行業協會開展的「金融支農評先活動」中，自
治區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推出的「兩居」工程貸款獲
得「最佳消費信貸產品創新獎」。

心繫「兩居」工程
認真履行社會職責

■在中國農村信用社成立60周年活動上，和田地區

農村信用社表演的「信用工程亞克西」深受好評。

情繫「三農」全力支持災區農牧民恢復生產

金融普惠服務 拓寬農民致富路

扶微助小 ■萬畝棉田喜獲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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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區農信社圍繞農牧民增收目標，結合農業產業
結構調整規劃，面向農戶開展多種形式的農民致富信貸支持
工程。在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上求優求深，堅持「五個優
先」，即：對市場發育較為成熟的農產品基地，貸款優先；
對種養加、產供銷企業，貸款優先；對牽動性強、輻射面
大、市場前景看好、經營效益高的龍頭企業和企業集團，貸
款優先；對名優特新產品及出口創匯農產品的開發、生產和
基地建設、市場建設，貸款優先；對效益好的特色農業項
目，貸款優先。據統計，僅通過農產業化建設一項，農牧民
每年從中獲得純收益人均達到100多元。在支持現代農業的
發展上求穩求好，5年來，農村信用社在貸款額度、利率水
平等方面把握好政策，信貸規模適當放開，貸款期限適當延
長，貸款利率適當優惠，開發出適合新形勢下農業發展的金
融產品，支持現代農業與設施農業發展。在涉農中小企業信
貸服務上求新求細，農村信用社構建差異化的信貸制度體
系，根據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特點，在服務上求新求細，改造
業務流程，提高服務效率，方便中小企業。實行差別利率、
簡化手續、推行小企業聯保貸款、創新中小企業信貸載體，
減輕企業負擔、規避貸款風險。在支持農產品品牌建設上求
特求優。近幾年來，自治區農村信用社把支持農產品品牌建
設、特色林果業作為幫助農牧民致富增收的切入點，因地制
宜，加大信貸投入，累計投入信貸資金30多億元，成效顯
著。

此外，新疆農村信用社注重對社會各項事業的扶持，積極

探索發展生源地助學貸款的辦法，以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等為
載體，以學生家庭為中介，建立與學生、家庭、信用社互動
的機制，為貧困學生提供助學支持；與各級勞動保障、財政
等部門積極合作，加大再就業小額擔保貸款的扶持力度，不
斷擴大貸款規模、改善管控方式、形成互動機制，積極為失
業人員拓寬就業門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愛民者，民恆愛之；為民者，民恆為之。」
2012年仍然是新疆「民生建設年」，新疆農信社將繼續以服

務三農、服務中小企業、服務縣域經濟為己任，積極創造條
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作用，努力把社會、公眾的關注點轉
變為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增長點，為把民生領域從經濟社會發
展的薄弱環節變成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力貢獻更大的力量。

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疆農村信用社聯合社：

■且末縣的紅棗遠銷各地

■自治區農村信用社聯合社主任阿不都在基層考察調研工作

立足服務縣域經濟不動搖

■霍城縣良繁中心富民安居工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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