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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爽

随着信贷直通车常态化服务的推进与深
入，全国多个省份正以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库建
设为核心，加快打造信贷直通车地方版。近
日，“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福建版”正
式开通。

具 体 来 看 ，“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信 贷 直 通
车——福建版”将服务对象拓展覆盖在福建省
内登记注册、守法经营、无不良记录的农业企
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以及经农业农村部门核准登记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借助省级政策性优惠贷款风险分担
资金池提供贷款风险补偿作为增信手段，创新
打造为中小微农业企业提供流动性融资服务
的福建省乡村振兴信贷产品，增强农业经营主
体生产发展和稳产保供能力。

与此同时，在 8家信贷直通车重点支撑银
行基础上，将金融服务机构扩展到福建省内21
家主要银行，并向各金融机构开放信贷直通车
平台接入口。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扫描信贷直
通车二维码，或者登陆“福建金服云”微信公众
号，即可享受线上申请贷款、农担公司提供担
保、银行直接放贷的直通式金融服务。

在创新运作机制方面，福建省建立了“部
门收集+主体申请+银行推送”的多渠道农业经
营主体名单推送办法，组织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全面摸排农业经营主体信息，每月10日定期更
新推送一批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名单。

截至目前，已通过多种渠道将 37199家农业经
营主体纳入名单池实行动态管理。

重点数据“一日一调度”“一月一通报”制
度的建立，则可及时掌握和分析贷款机构、贷
款地区、贷款主体等结构性数据和趋势，指导

银行机构围绕春耕备耕、“三夏”、秋冬种、“乡
村行”等专项行动以及复工复产等阶段性重点
加快放贷速度，并将相关指标纳入中国人民银
行系统对银行机构年度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考
核评估范围，推动银行机构能贷尽贷。

为解决融资难问题，福建省通过完善共
担机制降低融资风险。例如在银政模式下，
当贷款本金损失高于 20%时，银行和资金池各
承担 50%的风险责任，鼓励合作银行提供纯信
用融资服务。银政担模式由担保公司提供担
保，银行和担保公司按 2∶8 比例分担风险责
任。银政保模式由保险公司提供贷款，保额
不足抵偿部分由银行及资金池按规定承担风
险责任。

实行优惠利率降低融资成本有效缓解了
贷款贵问题。福建省要求各政策性银行、大型
银行和邮储银行按不超过最近一次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优惠利率发放贷款，
其他银行机构按不超过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100个基点为优惠利率
发放贷款。目前已发放贷款最低利率为2%，最
高利率为4.7%，加权平均利率仅为3.88%，降低
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

福建省农业农村部门定期更新推送符合
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名单，并经公示形成名单
池，入池管理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福建
金服云”平台线上申请，银行受理5个工作日内
即可实现放款。

基于上述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农业经营
主体信贷直通车——福建版”已形成“经营主
体名单管理、线上线下结合办理、优惠贷款风
险分担、金融机构优惠支持”的模式，持续扩大
农业经营主体覆盖面，不断提升金融惠农服务
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全国首家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地方版在福建开通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从粗犷的沿海散捕，到集约化深海捕
捞，渔民急切把小船“拼”成大船的背后，是
渔业升级的呼唤。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渔港渔户吴立民的
旅游鞋轻触甲板，密实的脚感让他忍不住在
船上踱步。这条编号“津塘渔03618”的渔船
为钢质结构船，动力达130千瓦每小时，最多
一次可捕捞运输20吨海产品。这是吴立民
贷款建造的一艘钢制结构船。“这样的船出海
一次捕捞就能带来几十万元的收益。”昭示着
它给渔民日子带来的希望，船头上被吴立民
和工人喷上了合体字“招财进宝”，船舷上飘
扬着五色彩旗。

从事渔业30余年，吴立民前30年都是
与木船为伍。渔民们纵使有纵横四海的本
领，也受限于捕捞工具，作业区域几十年来
没有拓展。像吴立民这样经验丰富的天津
渔民渴望将渔船升级，将事业驶入深海。但
渔船动辄大几百万元的制造费用，成为产业
发展的一道高高的门槛。“受近海水产资源
限制，我们的捕捞量和销售额近年来有所下
降，但国内渔业市场方兴未艾，深海捕捞势
头正劲。”北塘渔业协会会长杨宝利带领多
名渔户考察了山东荣成石岛渔港等大型渔
港。“那里渔业资源丰富适合深海捕捞，所产
的鲅鱼、带鱼、黄花鱼等海产品也正是天津
市民所喜爱的。协会成员们一致认为发展
远洋捕捞是唯一出路。”据杨宝利介绍，捕捞
季石岛渔港每天逾千吨海产品上岸，繁忙的
景象和重仓回港的收成，让北塘渔民们看到
天津渔业跨区域作业的机遇。北塘渔民们
都对让木船变钢船、让收成再增加、让产业
升级发展抱着殷切的期盼。

小船变大船并不简单。此前有行业内
渔民的合力为之，也有亲友间的倾囊相
助。但对于北塘地区渔业产业发展，杨宝
利深知不是渔户单打独斗能够实现的。带着这一难题，他找
到了北塘街道办事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同旺。去年年
初，滨海新区北塘街道建起经济联合总社，郭同旺任北塘街道
经济联合总社党委书记。“联合总社涵盖了渔业、种植业、畜牧
业等区域内合作社。通过联合总社在渔业生产各环节的统筹
统购，已为渔民在生产物资、饵料等方面节省数万元成本。”鉴
于对北塘地区渔业产业的了解，经济联合总社与农行天津塘
沽分行北塘支行沟通，要为北塘渔业设计贷款产品。

一款类似车贷的渔船抵押贷款产品诞生了。“为进一步促
进北塘渔业经济发展、实现‘一支行一特色’产业目标，我行在
北塘渔业协会、北塘经济联合总社的帮助下，创新推出‘渔船
抵押贷’产品。”农行天津塘沽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吴洁介
绍，具有渔船动力指标的农户将小船“拼”成大船、获取船证的
同时即完成贷款发放。截至去年12月末，该行已经审批了天
津市首笔渔船抵押贷款 800万元，累计审批 1600万元。下一
步，农行塘沽分行将以“渔民贷”“渔船贷”为突破口，持续支持
北塘渔业全产业链的金融需求。

“去年，近16条钢结构船得益于这款贷款产品，顺利完成
制造，出海捕捞产值近亿元。”杨宝利介绍，目前，北塘地区拥
有大小渔船近200余条，在渤海、黄海地区捕捞年产值总计过
亿元。部分通过“渔船抵押贷”完成制造的渔船已经开展远洋
捕捞，北塘渔民增产丰收已成定局，京津冀地区的渔获品种更
加丰富、品质也更高。“农行支持渔业产业转型升级，看得准、
推得快、政策活、利率低，为北塘渔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
力的金融产品，为北塘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金融‘活水’。”
郭同旺表示。

农行用金融手段助力渔户造船，也让金融知识一起“上
船”。农行天津分行了解到渔民群体对金融知识的普及有较
为迫切的需求，将该行“浓情暖域”品牌持续扩大服务半径。
北塘支行依托渔业协会的聚集效应，建立了“浓情暖塘 兴农
避风港 金融知识宣传站”，为渔户进行金融知识、消保知识的
宣传和普及。

农行天津市分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周荣表示，塘沽分行抓
住了北塘渔业经营转型的关键环节，创新了金融产品，拓宽了金
融服务场景，下阶段分行普惠部将支持塘沽分行做好渔业产业链
的大文章，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满足乡村特色产业、海
产品流通体系、渔家乐、出海旅游等领域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的融资需求。截至去年9月末，塘沽分行涉农贷款余额近24亿
元，普惠贷款余额超过12亿元，制造业贷款余额近28亿元。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工作，天津金融机构积极围
绕破解三农融资难题、助力农业农村发展，探索金融支农新模
式、新领域和新思路，通过强化政策协作、深化产品创新、优化
服务体系，使涉农信贷显著增长、特色产品不断涌现。除农业
银行天津分行外，天津农商银行也探索服务新思路，设立“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示范点”。示范点集政策宣传、产品展示、业务办
理、产品创新等职能于一身，为涉农主体“一站式”办理结算、贷
款、担保、保险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目前，天津已建成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示范点366家，覆盖全市10个涉农区。示范点紧密结
合天津都市型农业特点，聚焦小站稻、沙窝萝卜、渤海湾水产品
等天津农业特产，注重打造“津品”特色品牌，并按照“一区一特
色”构思，将区域文化、特色元素广泛融入示范点建设，推动特
色精品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天津金融机构用情用心用力谱写了一篇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新乐章”。2022 年 10 月末，天津涉农贷款余额 2703.8 亿
元，同比增长 14.3%，远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仅 2022年上
半年，涉农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达6.2%，远超第一产业
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1.0%）。

渔
船
挂
上
﹃
金
融
帆
﹄
产
业
远
航
向
大
海

—
—
天
津
市
发
放
首
笔
渔
船
抵
押
贷
款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渔港渔户在渔船上整理渔网。
资料图

工作人员张贴宣传海报。 资料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爽

“那天我在园区里干活，正好碰到镇政府和咱
们农担公司的人来贴宣传图，他们路过的时候问我
需不需要资金改造大棚，这大棚看着都太旧了。这
话直接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赶紧凑过去问问怎么
贷款。”说话的是北京市密云区悦民嘉誉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理事长李乐民，他的语气中带着些许期待
和兴奋。

就在几天前，李乐民还在为资金问题发愁。悦
民嘉誉合作社是密云区穆家峪镇的老牌合作社，占
地46亩，拥有17座大棚，主要种植大棚蔬菜、大棚桃
等蔬果。合作社的一些大棚墙体已经松动，棚内设
施老化，今年春天计划逐步改造。看到北京市农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农担）和乡镇相关
负责人在村里张贴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乡村
行”活动（以下简称“乡村行”）的宣传挂图，恰如“瞌
睡遇到了枕头”。

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李乐民拿手机扫描
挂图上的二维码，按照流程在平台上申请了200万元
的贷款，一周后，贷款授信就下来了，随时提款。李
乐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以前都是自己一点一点
东拼西凑攒钱翻盖大棚，谁也没承想，国家给咱们提
供了这么便捷的贷款通道，真是‘及时雨’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业经营主体已享受到信贷
直通车带来的福利，这项惠农金融服务正逐步进村
入户，走进田间地头。“信贷直通车‘乡村行’活动启
动以来，北京农担第一时间印制了 1 万张挂图，在
13 个涉农区明确了负责的分公司，并确定了 174 个
乡镇的专门对接联络人，将挂图送至所有乡镇、
村。协同市、区、乡镇、村四级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
责人、联络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了‘一对一’的沟
通反馈通道，最终完成了 3198个乡村的直通车挂图
张贴工作，实现了北京地区涉农乡村全覆盖。”北京

农担负责人介绍说。
信贷直通车“乡村行”活动的快速落地与推进，离不开银政担的协同

发力。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专项下发《关于组织做好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
通车“乡村行”活动的通知》，明确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各重点支撑银行直
通车活动专门对接人。通过逐区调度会、每日数据跟踪等多种形式，推进
挂图进展。

在北京农担联合各乡镇线下张贴直通车实物挂图的同时，北京市重
点支撑银行通过线上电子挂图协同推进，借助银行网点机构，进一步扩大
活动的宣传覆盖面。

金融送下乡，服务送到村，不仅要送得广，更要送得准，切实解决农业
经营主体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北京农担联合重点支撑银行，携手
市、区农业农村局和涉农乡镇，通过线上专场对接会形式，邀请乡村集体
经济组织负责人、种植养殖农户及企业、合作社等参与活动，制定了担保
费率优惠、快速审批通道、融资方案、融资补贴政策、财务管理咨询服务、
产销对接等一系列送惠下乡内容，在扩大活动影响力的同时，通过面对面
普及金融知识、提供信贷辅导、强化资金支持、分享农业经营经验等方式，
为农民送去实惠。

房山区佛子庄乡上英水村民宿负责人赵永利也参加了线上对接活
动，他对信贷直通车扫码办贷款已经轻车熟路。“以前北京农担的工作人
员就介绍过直通车扫码贷款，我们村已经贷过一次了。现在听说又有新
政策，送惠下乡还有担保费优惠。过去需要贷款，自己联系银行，现在有
了信贷直通车，自己就能扫码，选合作的银行，正规、专业、靠谱，农担和银
行直接电话联系、上门服务，比过去方便多了！”

截至目前，北京农担已在房山、密云、平谷、昌平、大兴举办了 6场送
惠下乡线上活动，覆盖了1000余户村户及涉农企业代表。北京农担负责
人透露，未来送惠下乡活动还将在各京郊地区开展。

北京农担在持续提升线下近距离服务的同时，还致力于开通手机端
线上服务，只需要打开手机，通过线上申请办理贷款额度，只需简单填写
材料即可，并可以随时获悉办理进度，真正让村民少跑路、不跑路。

自 2021 年信贷直通车活动启动以来，北京农担已累计担保授信
97471 万元，累计平均贷款利率 4.07%，平均担保期限 24.4 个月，解决了
718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题。更全面的覆盖、更精准的对接，更
便捷的服务，一项项数字背后不仅反映了北京农担业务的变革式发展，更
是金融“活水”对三农不断赋能的直观体现。随着信贷直通车“乡村行”活
动的不断深入，北京农担将继续发挥农业担保服务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和“放大器”作用，将更多金融资源引村入户，助力粮食生产和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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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爽

“你们没有网点也能给我们办业
务吗？”看着眼前的银行工作人员，湖
南省安化县小淹镇肖家村党支部书
记肖满意发出疑问。中国银行目前
在安化县未设立营业机构，借着此次
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乡村行”
活动（以下简称“乡村行”活动）契机，
中国银行益阳分行的工作人员走进
了这个村庄。

在详细了解信贷直通车能为村
民带来的切实优惠后，肖书记眼中泛
出光亮，他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说道：

“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这就多喊
几个有需求的大户来，让你们一次性
办理！”当天，促成意向合作客户5家，
意向授信金额达200万元。

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张家界湘巧

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雪云同样
激动不已。“感谢信贷直通车给予的资
金支持，我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2020年 6月，张家界湘巧茶叶开
发有限公司通过湖南省农业信贷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湖南农
担）的担保在农商银行贷款 50万元，
2021年 6月再次由湖南农担担保 3年
期贷款80万元。

2022年12月，由张家界市农业农
村局牵头、湖南农担张家界市分公司
与多家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实施的“乡
村行”活动先后走进永定区、武陵源
区、桑植县、慈利县，将农业担保、普
惠金融等惠农惠民金融政策知识送
到村送到户。

“此次活动主要针对莓茶、水果等
特色产业，结合茅岩河镇农业产业发
展现状，给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

营主体提供了一个好的融资和发展平
台。”永定区茅岩河镇主要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大力宣传推介“乡村行”活动，
增进群众对信贷直通车的了解，鼓励
有资金需求的群众融资贷款，让更多
农业经营主体享受到金融服务三农的
普惠政策。

在湖南省广袤的农村大地上，这
样受惠于信贷直通车贷款的事例比
比皆是。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2022年12月15日，
湖南省信贷直通车活动提出信贷申
请的主体共有3764个，其中家庭农场
1262个，农民合作社 1624个；授信笔
数 1534 笔，授信金额达 13.63 亿元。
下一步，湖南省将继续加大信贷直通
车推广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
有需要的农业经营主体普及金融知
识、提供信贷辅导和资金支持。

湖南：将金融支持送到田间地头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庞博

“扫二维码就能办理贷款业务，太
方便了！”河南省邓州市夏集乡肉牛养
殖户张桂珍开心地说道。农业经营主
体信贷直通车“乡村行”活动（以下简
称“乡村行”活动）送“贷”上门，让张桂
珍快速获得20万元贷款支持，不再为
年底买牛资金不够而发愁。

邓州市是河南省 40个养牛大县
之一，县域内每年的肉牛出栏量和存
栏量在全省都名列前茅。年底是肉
牛养殖户的生意旺季，但是也是养殖
户资金最紧张的时候。自“乡村行”
活动开展以来，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农担）
南阳市分公司联合当地农业农村部

门及乡镇，走村入户开展业务宣介、
采集农户信息、现场办理贷款申请，
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这项惠
农政策。

为进一步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
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有效提
升广大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可得性、覆
盖面和规范性，按照农业农村部的统
一部署，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积极协同
河南农担及重点支撑银行，在全省开
展了“乡村行”活动。聚焦支持农业
生产及相关的产业融合项目，以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农业企业（含国营农
场）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为服务对象，重点支持10万
元—300万元额度的适度规模经营贷

款需求。
为做好活动宣传与推广工作，河

南省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张贴“乡村行”活动宣传挂图，通过现
场会、培训会、线上直播等多种方式
宣传，让广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
知晓、及时申请、持续关注。

近日，河南农担还升级上线了
“ 豫 农 担 信 贷 直 通 车（河 南 地 方
版）”。通过该平台，农业经营主体只
需微信扫码或登录指定网站，就能在
线完成贷款申请。

据统计，信贷直通车活动启动以
来，截至目前，河南省已累计实现授
信 22933 笔，授信金额 615155.22 万
元，惠及 2.2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平均贷款利率为4.63%。

河南：送贷上门 促农增收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庞博

春节过后，春茶采摘季即将到来。
每年二月，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茗富茶
厂负责人杨朝富都为收购茶叶鲜叶的
资金犯愁。从早茶采摘开始，到旺季时
茶厂日均鲜叶收购量约1.5万斤，平均
每斤收购价为80-100元，每天需要流
动资金150万元，因春茶资金回收期大
约为3-5天，他需要提前备好几百万元
的资金。在无抵押物的情况下，从哪里
弄来这笔数额巨大的资金？

借着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乡
村行”活动举办的契机，四川省农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省农担
公司）雅安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向杨朝富
介绍了信贷直通车平台。“之前就听说
过这个平台，但一直没用过，不知道我
还能不能赶上这班车呦！”杨朝富一边
说着，一边拿出手机扫码贷款。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杨朝富完成
了线上融资担保资金需求申报，全程
花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四川省农担
公司的客户经理现场向邮储银行出具
了客户杨朝富的担保确认函，邮储银
行客户经理24小时内通过流水贷产品
为杨总授信100万元，用款方式为随借
随还，缓解了杨朝富的燃眉之急。

在四川省，像杨朝富这样的农业
经营主体还有很多，他们虽有着较为
迫切的融资需求，却苦于没有抵押
物、缺乏担保等问题无法快速获取资
金。现在，信贷直通车成为了他们获
得融资的“好帮手”。

为推动信贷直通车更好地服务
于广大涉农主体，四川省通过进一步
构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机制、探
索金融服务多方联动、创新涉农金融
产品体系，多措并举积极推动惠农政
策落到实处，在原来服务的基础上，

又推出了四川农业信贷直通车平台。
这一平台是由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牵头，四川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
行成都分行、四川银保监局等部门共
同支持打造的金融服务平台，其目的
是帮助涉农主体享受到更多便捷的
金融服务，实现融资申请、资信审查、
融资对接、贷后管理全流程线上化。

平台统一二维码申请入口，互联
农业农村部信贷直通车、天府信用通
平台，通过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共享，
按照“共享共用、可用不可见”模式，
实现融资申请、资信审查、融资对接、
贷后管理全流程线上化。目前平台
已正式上线服务，涉农主体可通过扫
码提出贷款申请。

下一步，平台还将持续推进农村
产权交易数据、农村主体信用评价数
据、信贷数据及其他涉农政务数据的
归集，不断丰富可查询数据维度。

四川：农业信贷直通车平台正式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