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前，本 报 记 者 深 入 贵 州 省 的 8 个 乡

镇，历时一周，采取以点带面的形式，围绕贵

州省农村信用社的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情况，

做了详实细致的调查。

实 践 篇

信用建设助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在贵州省清镇市暗流乡信用社，记者看

到，几位农民正在办理贷款，不到 5 分钟，

第一位农户就拿到了 5 万元的贷款。轮到

第二位农户了，柜台营业员就像办理取款

业务一样，核对了农户的身份证、诚信卡和

贷款申请书后，不到 4 分钟，第二位农户拿

到了 7000 元的贷款。办理贷款如此方便快

捷，带着疑惑和惊喜，记者找到了暗流信用

社曾主任，他向记者的解释简单而且直接：

“现在农户只拿诚信卡、身份证和借款申请

书就可直接到我们柜台办理贷款了，像取

款一样方便。”

“暗流乡是贵州省清镇市中最穷的一个

地方，在创建信用乡之前，全乡贷款余额不

到 1000 万元，但是自从搞了信用工程以后，

创建了信用乡，贷款余额已经达到 6000 多

万元了。”当地农村信用社的一位信贷员对

记者介绍，“有了信贷资金的支持，几年来这

里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

当地具有经济价值的经果林种植成效显著；

二是养殖产业发展迅猛。如当地养的娃娃

鱼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特色产业；三是蔬菜的

种植也颇具规模。虽然这些产业好多年前

也在搞，但是在信用社的资金帮助下，这些

产业的规模加大了，产量增加了，品种增多

了，质量变好了，当地蔬菜的品牌影响力也

提升了。”

对于这位信贷员的介绍，记者提出想

去 看 看 具 体 的 产 业 项 目 。 在 暗 流 乡 下 坝

村，当地村干部很高兴地陪同记者转了一

圈 。 记 者 看 到，正 如 信 贷 员 所 述，这 个 村

子的蔬菜基地建设、果树种植与养殖业的

布局，均已初具规模。当地农户利用农村

信用社的小额信用贷款，加强了蔬菜基地

的建设。下坝村的一位组长告诉记者，自

从他利用小额信用贷款经营蔬菜项目后，

几 年 的 时 间 就 将 自 家 的 平 房 变 成 了 二 层

小楼，像他这样通过小额贷款而富裕起来

的村民很多。

这 样 的 惠 民 情 况 不 仅 仅 在 清 镇 市 存

在。在安顺市的平坝县，县农村信用联社

的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记 者 ，平 坝 县 有 10 个 乡

镇，190 多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的信用贷

款余额全部都是上百万元。全县的贷款农

户有五万多户，其中夏云村、阿腰村、六车

坝村、二官村等村的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做

得比较好，这四个村的村民以种西红柿、辣

椒等蔬菜为主。平坝县的几个村中贷款最

高的是天龙镇二官村，因为这个村子比较

大，贷款余额高达 1600 多万元，六车坝村的

贷款余额有 700 余万元，阿腰村的贷款余

额也有 500 余万元。现在，平坝县的贷款

余额是 14 亿元，这就意味着现在有 14 亿元

的贷款在农户手上，这些资金既有投在农

村基本设施建设上的，也有投在产业发展

项目上的。

农村信用社资金瞄准特色农业

在记者采访的几天中，安顺市关岭县政

府部门正在召开一个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工

作座谈会，当记者赶到时，会议正热烈地进

行中。

关岭县的领导在做经验介绍时称，关岭

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现在

是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县，有农业人口 30 余

万。2006 年，这个县开始启动农村信用工程

建 设 工 作 ，截 至 今 年 9 月 末 ，这 个 县 已 为

56626 户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信用组有 912

个，信用村有 144 个，信用乡镇有 10 个，自下

而上的农村型信用工程组织体系已经建立。

据介绍，当地信用社的贷款业务开展得

比较突出，例如，各项存款由 2006 年初的 2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 9 月末的 12 亿元，年增

幅 25%，尤其是信用村农民储蓄存款稳定增

长；各项贷款由 2006 年初的 1.6 亿元，增加

到 2011 年 9 月末的 10 亿元，年增幅 30%，农

户普遍受益，农民不再贷款难，信用农户不

再缺钱用；不良贷款率由 2006 年的 30%下降

到 2011 年 9 月末的 4.9%，资产质量显著提

升，经营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当地信用

社的支农力度明显加大。

记者查看资料发现，关岭县在开展农村

信用工程建设上，主要围绕“加速发展、加快

转型、推动跨越”为主基调，通过发展养殖业

与特色种植业，确保了信贷资金的有效投

入。目前这个县已成规模的农业基地有很

多，比如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优质米基地、

生姜基地、花椒基地及火龙果基地等等，当

地农业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并且已经走上了

市场化、专业化、协会化和龙头化的路子。

在沙营乡小寨村，有个村民叫姜厚合，

他带领着 90 户农户搞订单疏菜种植，实现

了户户增产增收；农民工王顺香在返乡后，

通过养殖关岭黄牛实现了致富梦想；返乡农

民工高飞办起了环保木炭加工厂；返乡农民

工何顶俊创办了水晶加工厂等等。在这些

利用信用贷款创业的示范带动下，当地的信

用村正逐步呈现出更多的产业亮点，农村的

剩余劳动力也得到了有效安排。

在安顺市关岭县板贵乡，记者实地调

查了花椒基地与火龙果基地的建设情况。

乡干部向记者介绍：“10 年前，这个地方的

人不知道种啥，后来有一位退休的老书记

经过考察后，说这个地方的气候适宜种花

椒，但是当时的老百姓不接受，这位老书记

就自己种，搞了个示范田，结果示范获得了

成功，后来老百姓就都接受了。”事实证明，

板贵乡的花椒品质确实好。现在这位老书

记自己办了个加工点，加工花椒油与花椒

面。“我们也是受老书记的启发，就是想让

在最贫困的地方所生产的最环保的产品，

最终能够走出贵州，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

界。”这位乡干部说。

这位乡干部还告诉记者，当地花椒的种

植面积现在已经达到 21000 亩，目前，达到

丰 收 期 的 花 椒 种 植 面 积 在 18000 亩 左 右。

雨水充足时花椒产量就会很高。今年花椒

的产量预计在 20 万斤，按现在的市场销售

价，干花椒 1 斤能卖到 30 元。从经济价值的

角度来说，板贵乡花椒与砂仁两项产品，每

年的收入在 3000 万元左右，所有产品算起

来的话，收入在 4000 万元左右。

在板贵香火龙果示范基地，记者了解

到，基地的面积 500 余亩，有 10 个人负责种

植，每亩年产七八千斤。这 10 个人结成了

互助组，进行该项目的示范推广。目前这个

项目还处于投入阶段，今年受到自然灾害的

影响，产值只有 200 万元。

乡干部告诉记者，火龙果可以从 4 月份

采摘到 7 月底，其间可以采摘四次到五次。

贵州省领导视察该项目后指示，要在二年内

将火龙果基地的规模扩展到 2 万亩以上。

目前火龙果在贵州省种植面积约有 5 万亩，

未来将发展到 40 万亩。

据了解，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类，它很

耐旱又不需要多少肥料，经济价值还高。第

一次挂果时每亩产量为 2000 斤，3 年后可以

挂果 8000 斤，这种水果的种植适宜温度是

年平均在 18 度以上，正好适宜贵州这个地

方，所以现在全省都在推广。目前符合火龙

果种植条件的地方，在贵州省主要有镇宁

县、关岭县、罗甸县、贞丰县、册亨县、望谟县

等，这些都是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的火龙果

高的时候每斤能卖十多元，最便宜的时候，

每斤也能卖到七八元，所以农民如果种上几

亩火龙果，效益还是很可观的。

今年板贵乡火龙果的种植面积已经达

到千亩以上，产品也远销到国内各省。现在

这个乡有 500 亩火龙果已进入正常的挂果状

态，另有 500 亩今年开始建设，需要到明年才

能挂果，3 年后就可以达到挂果高产期。这

个项目的费用，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信用社

的贷款，贵州省政府对火龙果的种植，每亩地

补助 3000 元。有了政府的补助，农民建火龙

果基地，只需自己投一半资金就够了。现在

的费用支出对他们而言，主要是用工成本及

肥料成本，这两项加起来一亩的成本投入，大

概在 5000 元左右，到第二年或者第三年时，

投入的资金就很少了。

这位乡干部还告诉记者，贵州的火龙果

品质非常好。2010 年，在一次重要的会议

上，曾把几款国内外不同产地的火龙果编号

后，让开会的人品尝，与会者品尝后分别打

分，最后贵州的火龙果排在了前三位，而进

口的或者省外的火龙果全部排在了后面。

当地的信贷员告诉记者，他们也是看

好了火龙果项目，所以在信贷资金的支持

上很下功夫。截至今年 10 月，这个村的贷

款总共有 107 笔，贷款余额共计 287 万元，

这些贷款大多是用在了花椒基地与火龙果

基地的建设与经营上，农民贷款经营火龙

果项目后，政府还有贴息，所以农民们的干

劲十足。

在关岭县断桥镇，记者与一位当地的信

贷员聊了起来。据这位信贷员介绍，断桥镇

以蔬菜种植为主业，年产值约 6000 万元。

经过 20 多年的推广种植，目前蔬菜品种近

30 个，水果有 10 余个品种。2008 年创建信

用镇前，断桥信用社累计发放信用贷款 702

万元，用于支持农户发展种养殖业，创建信

用镇后，累计发放信用贷款 4984 万元，翻了

7 倍多。断桥镇通过农村信用工程建设的

良性循环，使得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

升，农信社的信贷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地加

大，地方经济更是得到了极大地发展。

当地一位养鸡专业户告诉记者，今年他

与三个人合伙，共养了七八千只鸡，投资有

30 多万元。每只散养的肉鸡零售可卖到 40

元，散养的土鸡每只可卖到 70 元。现有 4 个

棚，下步准备再盖 2 个棚。这个项目在资金

的来源上，主要是利用信用社的贷款，所得

贷款主要用于购饲料、盖棚子。

记者看到，这家鸡场的规模在当地是最

大的，由于信贷跟进地及时，所以这些农户

的养鸡规模扩大很快，生意也很好。比如肉

鸡的批发与订购，每个月能够发出一二千

只，土鸡饲养 5 个月就能卖，肉鸡饲养 3 个月

就能卖。鸡粪又是有机肥，当地种火龙果或

者种烤烟，都需要鸡粪做肥料，并且鸡粪能

卖到三角多钱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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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贵州在全省开展“诚信农民建设”活动，致力于营造“诚信贵州”大环境，初步形成了“人人讲诚信、村村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2011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贵州视察调研，充分肯定了贵州“诚信农民建设”活动，

并在《贵州清镇市“诚信农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上作出了重要批示。

而贵州省农村信用社以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为抓手，在全省广泛开展了以“信用农户、信用村组、信用乡镇”为主要内容的农村

信用工程创建活动，主动把这一创建活动融入到“诚信农民建设”之中，既破解了农民“贷款难”，又推动了“诚信农民建设”，改善了农

村信用环境，提升了服务水平和自身发展能力。

■ 本报记者 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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