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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缪翼 林单丹

近日，天津农村产权交易所（以下简
称“天津农交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
亮眼成绩单，交易总额突破百亿元大关，
达 到 104.66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81.03%，市场成交率高达85.41%，竞价率
和溢价率也分别达到 28.2%和 8.04%，直
接带动农民增收 1.29 亿元，为乡村振兴
和农民增收注入强劲动力。

作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
的核心平台，天津农交所紧密围绕天津
市“十项行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
和全面推进“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
质量”工作部署，积极推动农村产权进场
交易，实现“应进必进”，不仅有效扩大了
交易服务范围，还显著增强了交易服务
功能，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统计，截至上半年，全市范围内
154 个 涉 农 镇（街）已 实 现 进 场 交 易
100% 覆 盖 ，2760 个 村（社 区）达 到
78.41%的进场交易覆盖率，标志着农村
产权交易在天津的普及率和活跃度均
达到新高度。自 2012年以来，天津农交
所累计组织完成农村产权交易 24584
笔，总成交金额达 431.93 亿元，成交土
地面积超过 234.16 万亩，累计带动农民
增收 15.08 亿元，惠及农户约 35.8 万户
（次），成效斐然。

在金融配套服务方面，天津农交所
不断创新，围绕权益流转和招标采购两
大业务场景，构建起包含鉴证贷款、保证
金贷款、电子保函保单、农村产权流转贷
款等在内的金融综合配套服务体系。上
半年，依托交易鉴证功能，成功为东丽区
设施农业项目和武清区土地经营权流转
项目融资 12.8 亿元；与中国农业商业银
行合作推出的纯信用类农地鉴证贷产
品，更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便捷的
融资渠道，促进了农村土地资产的有效
流转和农业生产规模适度发展。此外，
通过开立投标保证金保单保函 369 笔，
为企业节约流动资金超过 5000万元，有
效减轻了中小企业参与涉农招标采购活
动的资金压力。

在激活闲置宅基地潜能、服务农文
旅产业发展方面，天津农交所也取得了
显著成果。通过构建“要素整合、要素流
转、要素资本化”三级服务体系，为闲置
农房的展示、规范、融资、引育提供了专
业平台。上半年，成功流转闲置农房 72
套，累计流转量达到 260套，合同金额总
计 4204.67 万元。同时，紧密围绕《打造
天津市乡村旅游示范片区提亮精品线路
工作方案》，为多个旅游示范片区的开发
建设工作提供了产业招商、工程建设招
标、土地流转等全方位服务，总服务金额
达到10.31亿元，有力推动了农文旅产业
的融合发展。

天津

推动农村产权交易规范化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庞博

颗粒饱满、金光闪闪的麦粒在卡车
上涌动，缓缓输送至传送带，筛去杂质
后，又随着传送带归至高高的粮仓，空气
中弥漫着浓浓的麦香。在河北省邢台市
国家粮油储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邢粮
公司”）留村直属库，夏粮收购工作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售粮大户们看着粮食归
仓，满是欢喜。

为保证夏粮收购工作顺利开展，邢粮
公司提前安排部署收购计划与资金需求，
备好粮仓。“资金是收粮的关键一环，我们
不为收粮款发愁，主要归功于一只基金，
它可以随着信用的提升增加贷款额度，还
可以根据存缴基金份额‘膨胀’放款，保障
农户卖粮后款项及时到账，真正做到‘钱
等粮’。”邢粮公司总经理张风路说。

粮食收购时间紧，任务重，资金需求
量大。粮食购销企业申请贷款往往需要
提供多种形式的担保，申请程序较复杂，
同时还存在成本高、额度小的难题。那么
张风路所说的基金是什么呢？一只基金
何以撬动粮食收储？近日，记者走进河北
邢台、衡水等地，探寻粮食收购背后的金
融支撑。

为何建立收购贷款信用
保证基金？

“收粮前资金准备是项重点工作，只
有钱走在粮食收购前面，才能有底气确保
农民卖粮款及时到账，才能确保不给农民

‘打白条’。由于粮食收购企业可抵押物
少，可贷款金额往往难以满足粮食收购旺
季的资金需求。”张风路说，“这是邢粮公
司过去的贷款困境，也是众多粮食收储企
业夏收、秋收前面临的难题。”

8 年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将
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
补贴”的新机制，这是深化农业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为确保改革顺利
进行，经国务院研究决定，建立收购贷款
信用保证基金制度，由政府、企业出资，基
金缴存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

“农发行”）账户，专项用于防范市场化收
购贷款风险，农发行起草了《建立东北地
区玉米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实施方
案》。随着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
相继建立粮食市场化收购信用保证基金，
为粮食收储提供重要的资金保证并取得
良好成效，全国多地紧随其后，逐步推动
该基金建设。

2020 年 6 月，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与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联合出台

《河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管
理办法（试行）》，并与农发行河北省分行
联合制发《河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

证基金操作规程》，在全省建立总规模不
低于 1 亿元的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
金，帮助企业破解市场化收购粮食的资
金难题。

“河北作为粮食主产省，积极落实国
家提出的‘建立健全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
证基金融资担保机制，降低银行信贷风
险’‘因地制宜并创造条件建立推广小麦
和玉米等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制
度’等要求，给粮食收储提供重要的资金
保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为粮
食企业市场化收购融资提供担保，帮助
参与企业获得存缴基金 10 至 15 倍的贷
款。”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为保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
顺利运转，河北省建立粮食收购贷款信用
保证基金管理机制，下设基金管理办公
室，负责基金运行组织协调工作。河北省
政府出资 2000 万元，全部缴存至农发行
河北省分行，参与企业出资部分则缴存于
基金管理人在农发行开设的专户，实行专
账管理，确保资金规范管理。

从实际情况来看，该模式对于小微企
业是个解决融资难的好方式，但在粮食收
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设立之初，风险共担
也让他们驻足观望。“粮食收购贷款信用
保证基金是共保基金，几家企业一起增信
融资，共同承担风险，这让我们慎之又
慎。”临漳县柳园民生粮油购销公司总经
理王志民谈起了最初的顾虑。

“我们企业规模较小，信用贷款和抵
押贷款齐上阵仍存在资金缺口，我看到加
入基金的企业资金迅速到位后有底气收
更多的粮，我心里痒痒的。”王志民说，“经
过一年的观察，我发现基金管理运行小组
对企业入围资质进行严格把控和筛选，我
们的代偿风险较低，同时农发行河北省分
行对基金项下贷款实行优惠利率，这件事
可行！”

2021年，柳园民生粮油购销公司存缴
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 100 万元并
获得贷款 1400 万元，满足资金需求的同
时还减轻企业融资成本，该公司当年通过
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收购小麦
0.31 万吨、玉米 0.29 万吨，成为小微粮食
购销企业融资的良好范例，也吸引更多企
业加入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

这只基金如何为粮食收购
保驾护航？

在衡水和平国储粮库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衡水和平库”）的标准化粮仓
内，集内环流熏蒸及电子测温为一体智
能化绿色储粮系统为粒粒粮食保驾护
航，“仓等粮”远远不够，也要切实做到

“钱等粮”。今年衡水和平库预计收购贸

易粮小麦 4 万吨，轮换计划 4 万余吨，为
全力做好夏粮收购工作，该公司早早筹
划收粮资金。

即使是衡水和平库这样的粮食购销
龙头企业，在粮食收购的资金缺口面前，
不动产的抵押贷款额度都显得杯水车
薪，远远不能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粮
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对我们来说是
一个新模式，有风险也有机遇，而且贷款
额度高、利率低、到账快正是我们需要
的，用好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确
保种粮农户‘粮出手、钱到手’，保护种粮
农民利益，我们也安心。”衡水和平库总经
理孙建强说。

“今年小麦总体来看颗粒饱满、容重
增加、品质较好。有了粮食收购贷款信用
保证基金的支持，更坚定了我们多收粮、
收好粮的信心！”孙建强望着麦粒入库的
场景激动地表示，“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
是一个好模式，今年公司累计缴存信用保
证金 1540 万元，获得信用保证基金贷款
2.58亿元，有效解决贷款难题。”

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不仅放
款额度大，而且相对灵活，不对贷款数额
作硬性规定，因企施策确定担保放大倍
数。“2021年刚加入信用保证基金时，贷款
额度是缴纳基金份额的 10 倍，满足收购
粮食 12.73 万吨，我们有足够的仓储能力
收购更多的粮食，只是资金不足，争取更
高的放大倍数可以让我们多收粮。”张风
路说。

为此，邢粮公司缴纳基金份额逐年增
加，由于企业征信良好，2023 年放大倍数
到 15倍，全年收购粮食 25.37万吨。自河
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建立以
来，邢粮公司分批缴存基金 2800万元，累
计收购粮食 56万吨，贷款 14.7亿元，利用
资金杠杆作用守护卖粮农户。为扩大夏
粮市场化购销计划，邢粮公司今年增缴基
金 1000 万元，可融资 5.7 亿元，保障夏粮
收购资金供应。

粮食收购是一场时间仗，对于粮食
收购企业来说，流程简单与否关乎收粮
效率问题。“贷款流程简单是粮食收购贷
款信用保证基金贷款的优势，有缴存的
保证金作为保证，农发行河北省分行贷
款审批效率很高。信用基金的融资方式
相比于其他方式免除了担保的步骤，收
购款项直接转给农户，方便安全又快
捷。”河北省军粮供应储备库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亮军介绍。

粮食市场化收购是粮食收购的重要
组成部分，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利
率低、效率高、额度大，为粮食收储公司提
供了融资增信，有助于小微企业加入市场
化收购。据农发行河北省分行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

增信融资，今年累计向 19 户企业发放收
购贷款 17.36 亿元，有效激发资金投入粮
食市场化收购。

怎么带动粮食全产业链
协同发展？

“我今年种了 400 亩小麦，不仅自己
种小麦，还成立了小麦代收点，把周围小
农户的粮食集中起来卖给今麦郎集团，他
们直接派车来拉粮，粮款当日结清从不拖
欠。”邢台市隆尧县种植大户王国云望着
院子里堆得像小山一般的麦子对记者说。

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帮助购
销企业积极入市收购的同时，也起到了服
务粮食全产业链、带动农户增收的作用。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主动对接当地粮食加
工企业，探索运用粮食资金供应链金融服
务模式，积极助推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
业链协作发展。

“通过开展产销对接，不仅帮助购销
企业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同时借助信
用保证基金增信贷款和利率优惠政策，
支持粮食购销企业通过订单收购等方
式，与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解决了农
民卖粮难的问题，促进了粮食加工企业
的发展和地区粮食产业结构的优化。”农
发行河北省分行粮棉油客户处客户经理
郭永会介绍。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主动帮忙对接
今麦郎集团、广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大
连海大容川贸易有限公司等农业企业，
不仅贷款支持收购小麦、玉米等原粮，还
帮我们把粮食定向销售给粮食加工企
业。”张风路谈及产销对接新渠道，连连
竖起大拇指。

资金在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
支持下实现了从购销环节到加工环节的
延伸，促进粮食产业的结构优化、质效增
长。产销对接开展中的信用保证基金、自
有资金、履约保证金实现在农发行闭环管
理，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通过粮食
信用保证基金得以串联。

如今，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已
成为推动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支持粮食企
业融资、服务种粮农民的有效手段。来自
农发行总行的信息显示，截至今年 5 月
末，全国已有18个省（区）建立了203只信
保基金，基金缴存总规模 64亿元。未来，
河北省将适当调增信用保证基金规模，建
立持续补充机制，完善风险防控措施，增
强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的生命力
和持续性。同时，扩大适用粮食品种和企
业范围，出台贴息等支持政策，吸引更多
企业参与，增强信用保证基金吸引力，从
而达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充分调动广大
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效果。

一只基金如何助推“钱等粮”
——河北省探索通过金融手段解决粮食收储融资难题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毛晓雅
见习记者 文宇阳

下午 3点，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赵壁
乡肉牛养殖户巩子房刚走进牛棚，二十多
头牛就哞哞地叫唤起来，一齐向他靠拢，
它们知道“下午茶”时间到了。

看着这二十多头牛大快朵颐，巩子房
笑着对记者说，“这是我养牛的第二个年
头，现在养牛可比一年前放心多了，今年
我给牛龄大于六个月的牛都上了保险，就
算有什么意外，还有保险公司帮忙兜底。”

随着科技的进步，通过生物识别技术
确认人的身份信息已经相当成熟，但在生
物特性辨识度更低的猪群、牛群、羊群中，
通过生物技术精准定位某一头牲畜，进行
身份信息比对却不是很普及。身份信息
模糊不清造成了养殖保险承保、理赔出现
偏差，导致了养殖户、保险公司双方的利
益受损。

扫一扫，身份就确定了

在巩子房的牛棚里，中国人保财险晋
中分公司业务员杨旭平正用手机镜头对
着一头牛拍摄。“牛的面部和人脸不一样，
人的脸只有一面，而牛分为两个侧面和一
个正面共三个面，所以在进行数据采集的
时候要从左、正、右三个面进行依次录入，
这样才能完整记录牛的生物信息。”杨旭
平说。

将牛的面部特征进行扫描上传至投
保系统后，系统后台会自动将牛的生物信
息进行记录，并为承保标的创建面部 3D
特征数据库，赋予每头牲畜唯一的身份标
识，为牲畜承保和理赔提供真实、可靠的
身份依据。

相较于传统的耳标身份认证，畜脸识

别可谓是安全又方便，畜脸识别技术的应
用可以避免人与牛近距离接触，防止在进
行身份确认过程中牛对人进行攻击；同
时，也减小了因打耳标可能会引起牛应激
反应的概率。畜脸识别的准确率还特别
高，数据一旦上传成功，任何时候都可以
准确进行生物特性比对，有效避免了在饲
养过程中，因耳标脱落造成的牲畜身份信
息丢失。

“畜脸识别技术好啊，如果是已经投
保的牛用手机扫一扫脸，身份信息一下子
就出来了。以前投保需要给牛打上耳标，
耳朵的疼痛感会造成牛进食量减少，看着
它不长肉，我心里可担心呀。”巩子房说。

除了肉牛养殖，生猪养殖精准投保需
求也很大。近年来，养殖户的投保意愿越
来越强，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也越来越
多。为了避免保险业务员在猪场之间穿
梭导致的交叉感染，多家保险公司在承保
阶段使用畜脸识别技术。养殖户登录应
用软件，通过拍照和拍视频的方式就可以
进行线上投保，保险业务员在后台进行审
批即可完成投保，有效避免了人为因素造
成的病毒传染。

“为了适配能繁母猪赔付价格高、育
肥猪赔付频次高的差异性，我们专门开发
了针对能繁母猪的畜脸识别系统，能够对
母猪的面部进行多点定位，从而进行身份
确认；针对育肥猪我们开发了智能点数，
只需拍照和录制视频就能自动识别育肥
猪数量，然后将信息录入到数据库中，并
将该数据库嵌入保险公司的系统内，养殖
户就有了线上投标的数据依据了。”技术
供应商相关负责人说。

拍一拍，投保理赔更精准了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王毕善经营了

一家猪场，拥有 26 年生猪养殖经验的他
深知猪肉市场波动较大。在此过程中，不
能发生病害意外，所以他为猪场里面的两
百多头猪都上了保险，用保险兜底的方式
防止亏损。

在养猪场外的空地上，王毕善对记者
说：“现在我的猪场里面有 200 多头育肥
猪和 35 头能繁母猪，我对每一头能繁母
猪都使用了畜脸识别技术进行精准投保，
就是为了防止在出现意外之后，能够准确
地按照育肥猪和能繁母猪的理赔标准进
行精准理赔，如果全都按照育肥猪的价格
给我赔付，这样可就亏大了。”

保险公司和王毕善拥有同样的担
心。“我们不担心常规理赔，但是担心在理
赔过程中出现道德风险。作为国有企业，
我们坚决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推
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
赔，充分发挥保险的兜底作用，推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助力养殖产业。”山西人保财险相关负责
人说。

针对理赔环节研发的AI测长估重技
术和AI猪身查重技术有效解决了保险公
司和养殖户在精准理赔过程中的矛盾。
养殖户在发现牲畜死亡后，可以以 A4 纸
和银行卡作为参照物对牲畜进行拍照，并
上传至理赔系统，AI将快速预估出牲畜尸
重，之后管理系统根据保司维护理算规
则，自动计算赔付金额。提高了理赔效
率，减少了在尸重方面造假的风险。同
时，系统还会根据上传的图片和视频对同
一批次不同标号、不同批次同一标号、不
同批次不同标号的猪只进行猪身查重，
判断死亡猪只是否已经申请过理赔，或
避免出现用大猪替代小猪、重复申请理
赔等风险。

有了科技加持，养殖户和保险公司在
行为上都受到了约束，防止因为信息差导
致的各方利益受损。“每年都有7%左右的
猪因为意外死亡，以前理赔总会和保险公
司互相质疑而产生一些不愉快，但自从用
上了畜脸识别系统和 AI 线上理赔，再也
没有因为投保理赔和保险公司扯皮的情
况。”王毕善说。

科技加持，助力产业兴旺

“有畜脸识别系统和 AI 线上理赔的
加入，一般猪在死亡后的 5个工作日就可
以拿到理赔款，让我们养殖户更加踏实，
更有信心熬过难关。”山西省晋城市泽州
县生猪养殖户赵海毕说，“线上理赔还有
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通过上传的资料帮我
们分析牲畜死因。”

通过上传到理赔系统的图片和视频
资料对猪身颜色进行观察，可以推断出死
亡原因是否为病害原因导致，进一步帮助
养殖户分析牲畜死因，优化养殖方案，从
而提升牲畜存活率。

“养殖业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养殖
过程难，风险也大，如果没有良好的行业
生态，都通过骗补、骗保来获利，行业就会
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发展态势，这很不利
于养殖行业发展。”巩子房说。

科技手段的应用，让牲畜养殖投保、
理赔都更加精准，骗补、骗保的操作空间
受到了强有力的压缩，在改善和提升现行
养殖业保险规范操作和风险管控等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养殖户利益切实
得到保护，就可以把精力专注到搞好养殖
生产中去，促进了行业的良性发展，政策
性农业保险在促进畜牧产业转型升级和
稳产保供方面的助推作用也得到了充分
发挥。

怎样让养殖保险承保理赔更精准？

□□ 王财金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阮蓓

盛夏 7 月，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丹县甲坪村三牡屯养蚕大户覃永高家，
连排的方格蔟挂满了雪白的蚕茧。“自治
区药监局派驻工作队后，多次联系技术
专家到村进行技术指导，并利用资金扶
持购买设备。”覃永高介绍说，他在工作
队帮助下成立了桑蚕种养永高家庭农
场，每年大概养9批，每批喂养18天左右
就能收获蚕茧，时间短、效率高，每年养
蚕收入可达7万多元。

早在 2004年，甲坪村就鼓励群众利
用当地种桑养蚕传统发展特色桑蚕产
业，并组织蚕农们外出学习种桑养蚕经

验。2023 年，自治区药监局从乡村振兴
衔接帮扶资金中拿出3.2万元，支持永高
家庭农场和养殖户购买了脱茧机 1 台、
上蔟架1个，方格蔟11520个。

据甲坪村第一书记刘立龙介绍，村
里像覃永高一样的养蚕大户还有 10
户。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甲坪村大力发展家庭农场，通过争取
有关部门扶持养蚕专业设备、请农技
专家传授养蚕技术等方式，充分发挥
出养蚕大户的示范作用，带动鼓励群
众积极发展桑蚕产业，利用山坡荒地
种植桑叶约 350 亩，含脱贫户监测户在
内的 65户群众参与种桑养蚕，户年均收
入 3 万～7 万元，全年种桑养蚕总产值
约 280万～300万元。

广西南丹县

帮扶资金拓展桑蚕产业新路

图为养蚕工人正分拣蚕茧。 受访者供图

□□ 孙雄武 罗龙

紫鹊界梯田位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
县水车镇，8万亩梯田依山就势而造，在
海拔 500 米至 1200 米间层叠，达 400 多
级，是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2000 多年来，南方稻
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在此交融糅
合，独特的自然文化风貌成为当地发展
乡村旅游的宝贵资源。

近年来，新化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推进紫鹊界梯田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打造紫鹊界“茶文旅”融合乡村振兴
示范区。为做好“茶文旅”融合发展金融
服务，中国农业银行湖南娄底分行新化
县支行创新推广“惠农 e 贷-民宿贷”金
融产品，在紫鹊界风景区建起“家门口银
行”，打通乡村金融需求端与供给端的连
接通道，全力支持紫鹊界民宿发展。

除了丰富的旅游资源，紫鹊界梯田
因自身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还盛产优
质的紫米与茶叶。其中，紫鹊界产出的
紫米是天然弱碱性稻米，具有保健功效，
而地处紫鹊界核心景区的渠江源村则因
盛产茶叶闻名遐迩，所产茶叶茶味浓郁、
口感厚实。

为了充分激活当地的特色农业资
源，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行湖
南娄底分行新化县支行强化与当地供销
社战略合作，共同签署“供销-企业”合
作协议，创新推出“农资贷”模式，有效缓

解涉农经营主体储备需求大、资金缺、成
本高等难题，助力粮食生产企业转型升
级、稳步发展。

“刚开始创业异常艰难，农行的支持
让我吃下了定心丸。”创办湖南紫鹊界国
梁米业有限公司的李国梁说，“通过农资
贷，我在新化县支行申请贷款 1000 万
元，顺利购入一批农资，保障了今年的产
量和营收。”

围绕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农行湖
南娄底分行新化县支行紧跟地方特色产
业发展规划，根据茶叶产业发展需求、茶
农经营需要，结合当地产业特色，量身定
制金融服务方案，创新推广“茶叶贷”，持
续推进农户信息建档，政银企携手为专
业合作社、种茶大户注入金融活水，助力
茶叶产业发展。

成立于 2018 年的湖南春满园生态
茶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茶叶种植、加工、
销售。公司负责人张娟红介绍：“为了扩
大茶园种植面积，我从农行申请到了100
万元的贷款，如今我的茶园面积扩大到
了 1000多亩，来园观赏、休闲、品茶的游
客络绎不绝。”

据了解，截至今年 4月末，该行粮食
领域贷款余额 3.48 亿元，较年初增加
2.83亿元，“农资贷”授信3200万元，实现
投放 2300万元。截至目前，累计为渠江
源村 130余户茶叶种植户建立了生产经
营信息档案，茶叶贷授信达 3000 余万
元，实现投放2400余万元。

湖南新化县

金融赋能“茶文旅”融合发展

乡村金融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