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中旬，今年全市首场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
在攸县举行，现场会主题鲜明：“兴产业、扩就业、
促增收”。

这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高度契合。增强
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也是今年我
市乡村振兴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

时机更有讲究。会前，正值市派乡村振兴驻村
帮扶工作队轮换，新一轮驻村工作队刚结束集中
培训，便奔赴现场会“看学议”。

乡村振兴，马不停蹄。这次现场会，大家都学
了啥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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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新市镇丁家垅村。

“你们看那个水渠，好漂亮的，这是村里争取省

级‘水美湘村’创建项目以后打造的亮点。”

大巴车刚开到村口，曾经在丁家垅担任市派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的江立明，自豪地给旁边的参会

人员介绍。

整洁秀美的水渠、干净有序的庭院、富有风韵的

文化墙……参会人员在丁家垅村的“幸福屋场”移步

换景，切实感受到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农村幸福

社区建设示范村”等荣誉名不虚传。

“简要来说，村里整治提升人居环境的经验，是

推行‘三治’，治闲房、治垃圾、治民风。”丁家垅村的

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丁家垅村投资 3000 余万元用于人居环

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巩固提质，在垃圾治理、污水治

理、“厕所革命”，以及村容村貌整治移风易俗等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

比如“农村改厕”，村里新改建农村户厕 313 户，

实现全村改水改厕全覆盖，自来水户户通。

垃圾治理方面，村里近年来添置洒水车 1 台、回

收台 4台、垃圾转运车 1台，清理陈年垃圾 30余吨。同

时设置村集中收运点，由村保洁员进行二次分类和

收运，从其他垃圾中分出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

“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做得扎实、细致，到新的

驻村点开展工作后，也可以把这些经验带过去。”市

派驻渌口区淦田镇官塘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刘适

宜说。

信用，是金融服务的基础。

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整村

授信成为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一招。

“原本以为到银行贷款手续很

麻烦，没想到扫个二维码，就知道

授信多少贷款。”日前，攸县种粮大

户蔡某在攸县农商银行“福祥码上

贷”系统上扫码申请贷款，不到半

个小时资金便到账了。

高效率办贷的背后，得益于该

行提前摸排需求、储备资金，对农

户提前进行授信。

近年来，全市各涉农金融机构

发挥自身优势，开展了农村信用信

息系统或平台建设。

面对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资

金需求，邮储银行株洲市分行推广

“整村授信”，把过去的零售业务

“批发”做，集中解决农户贷款难、

担保难问题。客户经理进村入户摸

底建档、评级授信，采取一次授信、

周转使用的方式，为农户、个体工

商户及小微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实

现先授后贷、随用随贷，打通了信

贷资金流往基层的“毛细血管”。

建设银行株洲市分行则在全

市乡村设立了 2165 个裕农通服务

点，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和“村

部全覆盖”，将银行柜台延伸到了

村口。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提供金融

“活水”，银行还为乡村提供“融智”

服务。

比如，建行株洲市分行与各级

农业部门、株洲农交所联动，通过

“裕农学堂”“金智惠民”等形式送

培训下乡，为产业带头人、村委干

部等提供“金融+技能”教育，把现

代理念和实用技术等引入乡村，助

力打造了乡村信用体系。

紧盯产业就业，让老百姓有活干有钱赚

今年首场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学了啥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谭雪平 凌琳

5月 12日下午，攸县江桥街道杨木港村。

大巴车缓缓驶入攸爱油茶基地，停在一栋办公楼前。

周围，万亩油茶园如画展开；场坪里，展示区的各类油茶产

品琳琅满目。

“目前我们已建成 2 万亩连片油茶示范基地，打造了

攸爱山茶油品牌，去年还签约速度滑冰世界冠军林雪为品

牌代言。”湖南攸爱公司相关负责人手持话筒，介绍着情

况。

做强山茶油品牌与产业时，攸爱公司充分衔接各级产

业扶持奖补资金，探索“就业帮扶”“订单收购”“股份合作

帮扶”等联农带农机制，帮助村集体经济、农户和脱贫户持

续增收。

比如就业帮扶，2022年，攸爱公司累计用工 310人，其

中脱贫户 89 人；累计发放工资 365.2 万元，其中发给脱贫

户 89.3万元，占比 24.4%，切实带动了脱贫户增收。

同时“授人以渔”，该公司组织专家免费送技术 15 场

次，免费向 391户脱贫户送油茶苗木 65000株，按市价兜底

回收鲜茶果 85吨，带动周边农户种植油茶近 4000亩，农户

每年创收达 400多万元。

富民也强村。这方面，“股份合作帮扶”是亮点。杨木港

村、阴山港村与牛头湖村，以财政奖补资金、信贷资金入股

攸爱公司，而企业采取固定 8%的分红模式，向三个村每年

分红 8 万元至 24.09 万元，稳定增加了三个村的集体经济

收入。

参会人员一边听介绍，一边掏出手机“抓拍”经验。

在山茶油展示区，荷塘区仙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

俊伟，向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相关技术问题，以及联农带

农做法。

“我们镇上的樟霞村有上万亩古油茶树，目前也打造

了古法榨油的产业，如何做强品牌、促进农户增收，下次还

要找机会带队专门来学习。”李俊伟说。

考察学习的第二站，桃水镇盘塘村。

参会人员发现，不少村民家的房前屋后都有枝叶青翠的无患

子树在迎风舞动。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可是一棵‘摇钱树’。”盘塘村工

作人员笑着解说：“围绕这棵无患子树，村里正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和就业帮扶车间，摸索乡村振兴的路径。”

近年来，盘塘村成功争取湖南仙泉自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仙泉公司）的科技示范基地落户，为村民栽下了无患子产

业这棵“大树”。该公司通过与农户签订无患子种植及保底价回收

协议，发动村民在房前屋后种植无患子 3 万余株，带动 82 户农户

发展庭院经济，其中脱贫户有 17名。

“去年，仅无患子果实保底回收一项，脱贫户每户平均受益

5100元。”该公司负责人介绍。

进入无患子生产车间前，参会人员经过了一条古朴的长廊，

长廊的桌上摆满了产品：无患子洗发露、洗面奶、洗手液等，各类

无患子洗护用品、化妆品多达数十种。

“无患子全身都是宝，解说没有丝毫夸张。”市派驻攸县皇图

岭镇港口村工作队队长黄卫正感叹道。

进入车间，工作人员在仔细挑选无患子种子；无菌车间内，穿

着无菌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则坐在操作台前加工各种产品。

盘塘村工作人员说，去年，仙泉公司与盘塘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签订协议，共同投资建立了无患子就业帮扶车间，开展无患子

果肉初加工、手串、手工皂等产品加工。车间吸纳了 30多名农户就

近就业，其中脱贫户 12户，年人均收入达 7000元。

仙泉公司负责人说，企业将继续做大规模，计划打造无患子文化

产业园，届时年产值达5千万元以上，可带动500名以上村民就业。

走进石羊塘镇谭家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参会人

员感受到的是“高大上”的科技感。

“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我们为社区打造了株

洲首个防返贫监测平台应用试点。”现场解说人员站在

电子屏幕前，向围成扇形的参会人员提供讲解。

防返贫监测大数据平台主要包含防返贫监测大数

据、帮扶信息大数据，以及政策讲堂三大板块。

工作人员点开防返贫监测大数据页面，记者和参

会人员在现场看到，蓝色屏幕上，谭家垅社区脱贫人口

数量、年龄、劳动力等，以及驻村工作队走访打卡及走

访类型比例等，相关情况一目了然。

而在帮扶信息大数据页面，防返贫重点监测对象

的类型、家庭人均收入，以及结对帮扶联系人等信息，

也能得到全面地掌握。

“通过这个在线工作平台，可实现乡村振兴工作规

定动作的实时化和数据化，确保工作进展的准确性和

时效性。”讲解人员说。

记者发现，在驻村打卡页面，驻村干部要根据考勤

要求进行打卡，在走访脱贫户或重点监测户时，要记录

姓名、时间等信息，还要拍照上传到系统平台。

“这个功能不错，能给驻村工作队员戴上‘紧箍

咒’，助力各项防返贫工作切实开展。”市乡村振兴局局

长刘湘元笑着点赞。

金融活水“贷”动乡村振兴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茶陵县，严塘镇。龙华农牧湖南十

里冲生猪养殖基地，一栋栋现代化的

生猪养殖楼舍拔地而起。

“从土地租赁到楼舍建立，再到智

能化设施设备的安装，生产基地的落

成，要感谢建行的出手相助。”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 年，猪价下行，全国养猪头部

企业纷纷扩大产能，但受疫情、市场波

动影响，企业经营性收入有所减少，新

生产线的投入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在此背景下，建行茶陵支行主动融入

龙华农牧养殖基地建设战略规划，根

据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提供资金支持，

为该项目累计投放贷款资金 7.5亿元。

近年来，建设银行株洲市分行围

绕区域特色，以“一县一方案”助推区

域特色产业发展，创新推出了“黄桃种

植贷”“辣椒种植贷”等特色金融产品。

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建

设，建设银行株洲市分行在持续发力。

2021 年，该行新增涉农贷款 12.2 亿元，

余额突破 50亿元；2022年，新增涉农贷

款27.47亿元，余额达78亿元。今年一季

度，涉农贷款余额 62.83亿元，较年初新

增12亿元，重点支持了龙华农牧等涉农

龙头企业、炎陵黄桃等农业优势产业的

发展。其中，该行已累计为 60余户炎陵

黄桃种植户提供贷款支持600余万元。

创新产品服务，加大乡村振兴领

域信贷投放，建设银行株洲市分行只

是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多家银行涉农

金融实现大幅增长。

邮 储 银 行 株 洲 市 分 行 创 新 推 出

“粮食贷”等产品，优化流程，缩短受理

和发放贷款的时间，帮助农户增收稳

收创收。截至 3 月末，该行涉农贷款累

计投放 3.74亿元。

农业银行株洲市分行则聚焦乡村

产业、关注农户需求，连续新新炎陵

“黄桃贷”、茶陵“黄牛贷”、茶陵“烟农

贷”、渌口“黄辣椒贷”等惠农贷款，并

配套优惠利率，让金融“活水”流向乡

村，支持农户发展生产增收致富。截至

目前，该行已累计投放农户贷款 31.81

亿元，较年初净增 8.13 亿元，其中支持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481

户，金额 2.56亿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近年来，随着流转土地逐步扩大，

一些种植户的资金压力随之陡增。

史 加 波 是 炎 陵 县 有 名 的 种 粮 大

户，其名下流转了 2000余亩农田。邮储

银行炎陵县支行工作人员在走访客户

过程中，了解到该客户的种植规模及

资金需求后，第一时间组织专属客户

经理上门对接，开展信息登记及建模

授信，为其办理个人“产业贷”贷款，让

他成功获得 200万元贷款资金。

这笔资金，不仅解决了史加波融

资难的问题，也让他做农业的底气更

足了。

所谓的“产业贷”，主要针对全市

范围内特定行业的客户发放，是一种

信用类经营性贷款。为满足全市国家

级农业龙头企业下游客户的贷款需

求，邮储银行还加强全链条金融供给，

开发了产业链线上贷款产品，经企业

推荐符合条件的下游企业或养殖户，

单户额度最高 300万元。

例如，邮储银行株洲市分行授信

唐人神集团，推出“名单制”贷款业务。

通过“白名单”，可突破地域限制，对核

心企业推荐的、在全国范围内的生猪

养殖客户开展授信。这一举措在扶持

核心企业的同时，也惠及产业链末端

生猪养殖小微客户，实现产业全链条

金融服务功能。

截至今年 4月末，邮储银行株洲市

分行已累计向全市 300 多名客户发放

超过 2.03亿元产业贷资金，

记者也观察到，当前，金融机构正

通过多种举措，打通融资等“梗阻”，一

解企业资金之“渴”，为“三农”企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弹药”。

比如，建设银行株洲市分行“牵

手”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专为“三农”

主体提供金融服务，推出“乡村振兴共

享贷”产品，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上线当天，该行就为攸县江桥街道杨

木港村经济合作社放下贷款 300万元，

利率低至 4.5%，且免收担保费。

目前，建设银行株洲市分行行已

实现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授信覆盖

率 100%，授信总金额 48.98 亿元，实现

支用 4.24亿元。

1 产业奖补联农带农
鼓起脱贫户“腰包”

打造就业帮扶车间
让“家门口”有活干

2
防返贫监测帮扶

“云端”发力更精准
3

整治提升人居环境
“三治”经验可复制

4

近日，一串数据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金融机构

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3426.2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1090.7亿元，同比
增长18.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撬动金融和社
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农业农村。

从数据看作为，近年来，株洲金融机构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了
属于自己的“金融力量”。具体都有哪些特色做法？记者就此进行了梳理。

特色贷产品频出
跑出普惠服务“加速度”

瞄准特色产业
全链条灌溉“金融活水”

整村授信
建设乡村信用体系

1 2

3

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座谈环节。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摄

在新市镇丁家垅村，参会人员学习考察“厕所革命”

等人居环境整治经验。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