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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市在普惠金融方面的探索不
止于此。近年，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积
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力
度，多措并举推进普惠金融工作。如今，在河
洛大地，普惠金融不仅为乡村百姓提供了金
融保障，也为小微企业、主导产业等给予了资
金支持。

——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与偃师市
政府签订了《共建中小微企业普惠金融示范
区合作协议书》，启动小微企业普惠金融示范
区的创建。鼓励金融机构推进中小微企业信
用评价工作，创建“信用采集+信用评估+融
资推介+政策扶持”的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
新模式，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外汇局
洛阳市中心支局制订了《金融支持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装备制造业发
展的方案》，推出了8个方面30条金融政策，
支持洛阳片区装备制造业发展。

——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联合市科
技局印发了《关于实施金融支持高新技术小
微企业“金润工程”的通知》，促进金融资源与
高新技术小微企业有效对接，打造高新技术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实现高新技术小微
企业扩规提质。

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行长赵德旺表
示，下一步，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将继续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普惠授信的覆盖面，积极
与地方乡村振兴紧密结合，以产业振兴为基
础，积极拓宽普惠金融的业务范围，让更多百
姓享受到普惠金融政策的“阳光雨露”。

本报记者 李冰 通讯员 裴栋梁 马源
迪 张琼 文/图

去年，我市选取栾川县作为试点县，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为全市
普惠金融的普及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好路子

让普惠金融 滋润城乡活水活水
近来，寒意渐浓，宜阳县上

观乡梨树沟村62岁村民张幸波
的心里却暖意融融。前不久，上
观乡被授予“普惠金融信用乡”
称号，作为信用户的张幸波领到
了金光闪闪的信用户匾额和 5
万元的授信证。

“讲信用真能换来真金白
银，有了信用贷款就能扩大种植
规模，往后的日子跟咱上观的桃
子一样甜！”种植水蜜桃的老张
笑得合不拢嘴。

“信用+信贷”的授信模式，
是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
行以栾川县为试点开展普惠金
融工作探索的经验之一。试点
一年多来，我市探索出了一条可
持续、可复制推广的普惠金融发
展之路。随着一些成功的经验
在多个县（市）区的复制推广，普
惠金融“活水”正滋润城乡。

创建“信用镇”
促百姓脱贫致富

“节前进的货不够，中间还补了
一次货。”国庆节假期过后，栾川县
叫河镇黎明村贫困青年李梦原终于
有时间和母亲盘点起自家生意。

今年 5 月，李梦原和母亲从栾
川农商银行贷款 3 万元，改造了农
家小院，开起了农家大锅台。提起
经营状况，李梦原面露喜色：“咱这
儿紧挨天河大峡谷，来往景区游客
多，假期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接待
一二十桌客人。”

几年前，李梦原家先后遭遇了
父亲离世、自己患病等一连串打击，
原本殷实的家庭成了贫困户。李梦
原说，为他家带来转机的，正是一块
写有“信用户”的牌匾。

“信用户贷款免抵押、利率低，
一次授信三年有效。”李梦原说，他家
的授信额度为5万元。提起年底的
还款日，李梦原颇有信心地说：“等手
头宽裕了，再贷一些款，扩大规模，做
餐饮住宿一条龙的农家乐，彻底脱贫
奔小康，还款更不成问题了。”

在叫河镇，已有4423户农民和
李梦原一样享受到了普惠金融带来
的发展红利，80%的村被评为信用
村，全镇授信额度2亿元。在5个贫
困村 851 户贫困户中，信用户占
82.4%，约有150户贫困户通过信用
贷款直接脱贫。今年 7 月，叫河镇
被授予全省首个“信用镇”称号。

何谓“信用镇”？根据《栾川县
农村信用等级评定暂行办法》，一个
行政村70%以上的农户被评为“信
用户”，这个村就可以评定为“信用
村”；一个乡（镇）65%以上的行政村
成为信用村，这个乡（镇）就达到了
信用乡（镇）标准。

叫河镇镇长马军会介绍，创建
信用乡镇，不仅解决了群众资金难
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诚信社会建设，

“让讲诚信人得到实惠，让失信人没
有市场”。

如今，在游客服务中心广场上，
“信用镇”的大招牌，成为叫河镇一
张崭新的名片。

信用体系建设助力 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在距离叫河镇70公里外的
重渡沟村，“诚信是金”的理念早
已深入人心。

50多岁的张保平是栾川农
商银行驻重渡沟村的信贷经理。
每天清晨，老张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手机，查看信用户微信
群，第一时间处理信用户的贷款
需求。“信用户申请贷款，只需要
在群里发送一条信息，我看到后
向总行录入贷款，一般第二天就
能审批下来，整个过程方便快
捷。”老张说，贷款申请之所以能
够如此便捷，是因为信用村实行

“一次授信、三年有效、随借随
贷、周转使用”的普惠措施，将农
户信用评价等级对应调整下次
授信额度和贷款利率，每个信用
户的授信额度在5万元到50万
元，村民可自愿结成联保小组，互
相担保，引导群众守信、讲信、用
信。以栾川农商银行为例，对信
用村的信用户，初次使用贷款利
率6.75%，按时还本付息，次年及

以后执行5.85%。8年来，重渡沟
村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

2015 年 7 月，重渡沟村成
为栾川县第一个信用村。在重
渡沟村党支部书记马建伟看来，
信用体系建设为村里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西沟村农
家宾馆规模较小，老板往往需要
去揽客，如今精品民宿拔地而
起，西沟村面貌焕然一新，游客
纷纷慕名而来”。

在西沟村一家叫作“风吹过”
的客栈，仿古大门的一侧悬挂着
由栾川农商银行颁发的“信用户”
牌匾。老板张国栋说，2015年他
被评为信用户至今，先后贷款
200万元建设了两座精品民宿。
如今生意十分火爆，旺季时每天
的入住率都在90%以上。

“如果没有信用户贷款政策，
精品民宿很难发展起来。”张国栋
说，由于按时归还前期贷款，目前
普惠授信额度已提升至30万元，
下一步计划提升至50万元。

把“银行”开到村民家门口

近日，栾川乡养子沟村村民
常伟康和老乡走进村口的一家
加油站，他们前来不为加油，而
是到加油站小超市内的邮储银
行普惠金融服务站取钱。

“自从村口建了普惠金融服
务站，再也不用为取一二百块钱
跑十几里地去县城的银行排队
了。”常伟康说，支农惠农补贴支
取、转账、余额查询、口头挂失、
存折补登等银行基础服务都可
以在服务站办理，从家走过去只
用几分钟。

人民银行栾川县支行行长
孙占伟介绍，栾川地处豫西伏牛
山腹地，多数乡镇只有农商银行
一家金融机构，居住在深山的农
民交通不便，常常为取钱到镇里
跑半天。通过建设普惠金融服

务站，完善服务功能、增设服务
网点、下沉服务项目，使山区农
民足不出村就能办理转账、生活
缴费等基础金融业务。

目前，已有河南栾川民丰
村镇银行、栾川农商银行、农业
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工商银行
等5家银行共建设88个普惠金
融服务站，可覆盖县域 80%的
行政村，将“银行”开到了村民
家门口。

孙占伟说，栾川县构建“县、
乡、村”三级金融服务网络，县级
设立公共金融服务大厅，乡级设
立金融服务部，村级市场化设立
金融、电商、物流、民生、政务“五
位一体”的普惠金融服务站，让
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村，打通
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以普惠金融助推脱贫攻坚

如今，“金融服务站覆盖到村、有效授信
覆盖到户、金融服务覆盖到人”的普惠金融
发展模式，已经在宜阳、伊川、孟津等县复制
推广。为我市普惠金融的全面普及提供一
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好路子。

农民获得信贷支持更方便了。截至今
年 9 月末，栾川县普惠授信覆盖面已由最初
的两个试点村扩展至32个示范村，对32个村
13424户农户完成差异化授信5.8亿元，发放
小额农户贷款1976笔1.73亿元，农户获贷率
达21%，实现了有效授信全覆盖。

农村信用体系建起来了。截至今年9月
末，栾川县已入库农户信息7.12万户，入库
率达 99.3%，评定 A 级以上信用户 6.62 万
户，占栾川农户数的92.97%。

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更广了。目前，栾川
县已建成普惠金融服务站102个，可覆盖县域
91%的行政村，共办理存取款业务8.78万笔
5628万元、转账业务8430笔1853万元等。

金融扶贫效果显现了。目前，栾川县已
向全县1900户贫困户授信9500万元，发放
贷款1542户3920万元，带动全县13.52%的
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截至9月末，栾
川县32个示范村共收回已核销不良贷款679
笔898.81万元，其中5个村的农户贷款已实现
零不良，普惠授信贷款一年来未出现不良。

栾川县副县长李新月说：“近年，栾川持
续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大力开展信用村
和信用乡镇创建，不断优化信用环境，引导
县域各金融机构围绕乡村旅游、特色农业等
产业需求，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有效地缓
解了农户贷款难、贷款利率高的问题，以普
惠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建设美丽乡村。”

普惠金融“活水”滋润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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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镇”成为叫河镇新名片

“信用户”李梦原（左）的农家乐促其脱贫奔小康

借助“信用”，重渡沟村村民建起精品民宿

普惠金融服务站便民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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