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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幫金融幫扶扶「「貸貸」」 蘭州農民富起來了蘭州農民富起來了
中央放下「狠話」——「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

全面小康社會」，蘭州市的脫貧攻堅任務早已悄然下達。
蘭州市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對照甘肅省「1+17」精準扶貧工作方

案，細化實化任務舉措，制定出台「1+21」配套政策，加快推進整村脫貧，
經過3年的持續努力，完成最後91個貧困村整村脫貧，實現了全市300個村整
體脫貧，減少貧困人口12萬人，貧困發生率降到2%以下，為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奠定堅實基礎。
所謂「1+21」精準脫貧、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方案具體涵蓋了39項扶貧
優惠措施，除鄉村衛生、飲水、道路、文化、體育、娛樂基礎設施建設外，具
體到戶、到人的各類特色幫、扶、貸政策逾30項，佔絕大多數。
針對農村金融供給不足的普遍現象，政府貼息的精準扶貧小額信貸、雙聯惠

農貸款、農村婦女小額擔保貸款、貧困村「支部+協會」互助資金爭相「下鄉
進村」。其中，無息雙聯惠農貸款主要向有生產能力的貧困戶、少數民族地區
貧困戶、集中連片地區貧困戶3類群體傾斜，以5萬元以下的小額貸為主，着
眼發展特色種養業，真正解決貧困戶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
3年多來，皋蘭縣為402戶養殖戶提供雙聯貸款擔保2,438萬元，為農副產品

加工，農機具銷售等459戶農戶提供雙聯貸款擔保3,014.5萬元，共計為1,600
戶農戶提供雙聯貸款逾億元，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綠色貸款通道，為全縣農戶
脫貧致富奔小康提供了有力資金保障。
皋蘭縣九合鎮李家溝村村民韓順笑說：「2014年底我貸了5萬元，買了30隻

羊發展養殖業，利息全部由政府補貼，個人不掏一分，現在我的羊群已經發展到
80多隻。政府貼息解除了後顧之憂，連續3年的保障，也讓我不為還款發愁。」
在黑石鄉新地村一社，因返鄉合力創辦養羊業被談為傳奇的魏同榮四兄弟更

是深有體會。魏同榮表示，早在2012年，當聽到發放無息雙聯惠農貸款，鼓
勵農民創業的消息後，魏同榮和兄弟們一合計，大家「齊上陣」——回鄉貸款
創業。當時，黑石川鎮正在準備打造10個標準化養殖小區，「四兄弟」在政
府的幫助下，先後申請無息貸款70萬，婦女小額擔保貸款8萬，紅紅火火搞起
了養殖業。
目前，「四兄弟」已發展1,000多隻基礎母羊，年產羔1,500多隻，養殖場已

初見效益，達到了規模化養殖標準，並解決了10個人的就業問題。魏同榮說：
「下一步計劃按照循環農業發展模式，實現養殖——種植——沼氣——有機肥
循環發展，爭取3年內實現年銷售額100萬元，5年內達到1,000萬元。」
雙聯惠農貸款為很多像魏同榮弟兄這樣的人提供了創業啟動資金，有了資

金，群眾致富的勁頭更足了，蘭州市各縣區積極引導農民發展高原夏菜、富硒
白蘭瓜、商品馬鈴薯、特色養殖等優勢產業，進一步加快了脫貧致富的步伐。

針對貧困群眾發展資金缺、貸款難、門檻高等問題，2015年，蘭
州市選擇了120個產業基礎好、黨組織班子堅強有力的村，開展「支
部+協會」村級發展互助資金試點，市級財政貼息350萬元，支持試
點縣區貸款6,000萬元，對120個試點村每村注入50萬元互助資金。
2016年開始，每年將再擴大150個村，力爭到2020年，使「支

部+協會」村級發展互助資金覆蓋到蘭州市所有行政村，讓互助資
金成為農民長遠增收的「聚寶盆」和「搖錢樹」。
創立村級互助資金最早源自於榆中縣中連川鄉中連川村。村裡以
「五戶聯保」的方式讓需要錢的農民來借，村民紛紛「借雞下
蛋」，2014年該村人均年收入逾6,000元。
「去年糧食減產，收入大減，眼看一家人生計成了問題，多虧

『支部+協會』互助資金借了1萬元，買了兩頭懷崽母牛，生下小
牛犢賣給合作社，收入達萬元。」榆中縣甘草店鎮蔡家溝村民蔡永
銳笑呵呵地說。
「不到一周時間，我就將2萬元貸款拿到手了。」皋蘭縣水阜鎮

老鸛村貧困戶王錫祥領到村級發展互助借款後高興地表示，有了這
筆資金，他就能在今年擴大種植規模了。
蘭州市各貧困縣區還探索出了不少新扶貧模式，永登縣正在推廣
「榮譽抵押」貸款，對於獲得「五星級文明戶」的農民，政府與銀
行協調，不用抵押財產，只憑借這份「榮譽」就可以拿到10萬元
的授信額度。

「『協會+合作社+農戶』借款模式引導合作社為農戶集體擔
保，會員相互擔保，提高信譽度，同時為農戶提供中藥材、捨飼
養羊等產業技術幫助，對勞動力缺乏農戶實行入股分紅機制，切
實解決了部分農戶無本、無力、無技術等實際困難，促進了農戶
增收受益。」榆中縣貢井鄉黨委副書記王志強說。
截至目前，貢井鄉3個村共籌集資金221.15萬元，入會農戶
190戶共繳納1.15萬元，完成借款104戶147.7萬元。
「我流轉了50畝地種甘草，還養着40隻羊。2014年家中連買

化肥的錢都沒有了，多虧村裡的資金互助，手續簡便、門檻低，
解了燃眉之急。」貢井鄉呂家峴村56歲的村民金永祿說。
順着金永祿所指，放眼望去，40多隻羊膘肥體壯，成片的中

藥材盡收眼底、長勢良好。他說：「去年甘草、黃芪藥材價格
好，年底羔羊也出欄了，所以也收入了6、7萬元。」
養牛大戶張國慶介紹，自己創建的芳美肉牛養殖合作社以高

出市場零售價0.1至0.15元的價格收購同村村民自產的玉米，並
回收玉米秸稈，農戶每畝增收600元，村民把牛犢拉回家餵養，
養殖場免費提供飼料，每月給餵養戶發1,000元勞務費。
「今年計劃擴建，到時候肉牛存欄量將達1,000頭，還要建設
自行宰殺、精細分割包裝的加工處理場所，這樣就能獲得更大的
利潤空間，也能更加充分帶動村民增收！」言語間，張國慶對未
來充滿了信心。

資金互助
村民「造血」致富

「協會+合作社+農戶」
資源優化

「小資金」槓桿
撬動脫貧致富

就金融扶貧而言，通過資金「槓桿」撬動群眾脫貧致富的爆發
點，「小資金」才算派上了大用處，資金注入推動貧困群眾走上產
業致富之路，實現「錢」生「錢」才是金融扶貧的根。為此，蘭州
市暢通多種渠道，讓貧困戶貸得到、用得好、還得上、逐步富。
榆中縣中連川鄉韃靼窯村村民竇懷玉揣着5萬元的精準扶貧專項貸

款資金憑證很是興奮，他說：「這5萬塊錢現在可是我們全家的命根
子啊！想擴大養羊規模，多少年只敢想沒錢行動。現在好了，我馬
上就能去買種羊嘍。」
韃靼窯村的幹部感慨地說：「我們村共有23戶貧困戶順利貸上了

精準扶貧專項貸款，每戶5萬元，3年內是免息的，村民們今年種藥
材、發展養殖的錢這下
不用愁了。」
榆中縣甘草店鎮是蘭

州市第一個發放精準扶
貧專項貸款資金的鄉
鎮，全鎮共發放第一批
專項貸款 119 戶，共
581萬元。119戶村民
已拿着資金樂呵呵地買
馬鈴薯種子、建羊捨，
開啟他們的致富之路。

■蘭州市精準扶貧專項貸款工程受貧困群
眾歡迎。

根據中央2011年界定的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
幣，下同）的貧困標準，甘肅省蘭州市轄下61個鄉鎮、
731個村、127.4萬農村人口中，貧困人口佔近四分之
一，達31.79萬人，涉及42個鄉鎮、300個村，主要分佈
於國家級六盤山扶貧片區的榆中、永登、皋蘭三縣，以及
國家級插花貧困區七里河區，組成蘭州市四大貧困片區。
「越是艱巨的任務，越要講究科學施策和有效應對，蘭

州市並沒有因其貧困片區內貧困程度較深而無計可施。」
甘肅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虞海燕說：「從2013年開
始，每年集中精力幫扶100個貧困村整村脫貧，把有限的
人力、物力、財力主要集中到100個村，不再『撒胡椒面
兒』。」這場舉全市之力的攻堅戰中，金融幫扶「貸」無
疑作用巨大、效果顯著。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岳 通訊員李燕華

■蘭州市榆中縣萬畝旱砂西瓜標準化栽培基
地，農戶難掩豐收的喜悅。

■蘭州市榆中縣呂家峴宏鑫藥材產銷專業合作社，冬
季農閒村民依然有事幹、有錢賺，在家門口打工致富。

■精準扶貧政策讓蘭州市貧困戶享受實惠，貸款發展養殖基地脫貧
致富。

■蘭州市皋蘭縣石洞鎮陽窪窯農業大棚，村
民正在採摘西紅柿。

■蘭州市紅古區
紅古鎮水車灣千
畝新特蔬菜基地

■農民蓋房，政府補貼，實現了「安居夢」。

■蘭州市榆中縣馬坡鄉冷涼型
高原夏菜基地，所產蔬菜以高
海拔、無污染、山泉澆灌、病
蟲害少、不用農藥而聞名。

山水蘭州 宜居蘭州 活力蘭州

本疊內容：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