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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教育(金惠工程)效果评估报告 

 

被评估县：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 

评估人：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评估小组 

组织构架： 

 

1.组织保证。2011年县政府印发了《关于印发叙永县农村金融教育

五年规划的通知》（叙府办函【2011】73号），协调小组办公室制定了

叙永县农村金融教育 2011年至 2015年 5个年度的教育培训计划。提出

用五年时间实现对全县 25个乡镇、50%行政村（由于“讯通工程“实施，

2013 年已实现所有乡镇、行政村的全覆盖）、30%农业人口开展农村金

融教育培训的工作目标。 

 

2.组织构架。成立了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金融办主任和县人行

行长为副组长、县有关部门、县域金融机构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叙永县

农村金融教育协调小组”，负责农村金融教育工作的规划、协调和指导，

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人行，具体负责全县农村金融教育的组织实施工

作。 

3.制度建设。2014 年初，县政府下发了《关于调整叙永县农村金融

教育协调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叙府办函【2014】30号）对小组成员

进行了调整充实。同时为保障农村金融教育工作的扎实、有效推进，给

予“金惠工程” 3万元的工作经费补助。协调小组办公室制定了叙永县

农村金融教育 2011 年至 2015 年 5个年度的教育培训计划。协调小组先



 2 

后制定了《农村金融教育志愿者管理办法》、《农村金融教育优秀志愿

者评选办法》，建立了二级志愿者培训活动档案，对其参与农村金融教

育活动的场次、宣传教育质量、群众反应效果、志愿者日记及信息反馈

等情况进行考核并将结果通知所属单位，作为金融机构对员工考核和评

选依据。 

4.组织活动。金融机构把农村金融教育和日常的金融宣传、业务推

广相结合，组织反洗钱、支付结算、人民币反假、征信知识、小额信贷、

银行卡推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迅通工程建设等相关金融业务宣传，

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让更多的农民朋友接受到农村金融知识教育。

组织活动的特点是：（1）形式多样，生动有趣。通过宣传（书）单、

自制教材、宣传挂（台）历、宣传纸（布）袋、宣传雨伞、宣传衫等宣

传介质提高活动的吸引力和宣传内容的持久性；通过“送电影下乡”、

“锣鼓队”、“舞台表演”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加宣传的趣味性和影响

力。（2）紧贴实际，找准内容。协调小组通过问卷调查，田间询问、

集市了解等方式，对培训对象的文化程度、年龄结构和职业特点进行统

计归纳，细分培训层次，开展差异化培训：如对于妇女、老人重点讲解

家庭理财、假币识别、防金融诈骗等内容；对于农村个体工商户、专合

社、种养大户和小微企业主要介绍信贷业务、财务管理和征信知识；对

于节后返乡的农民工重点宣传支付结算和理财产品，使得每次活动都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教育培训： 

1.培训情况。三年多来，培训的对象从最初主要面向农民、种养殖

大户、农村专合社、乡镇中学生等扩大到城镇居民、村镇干部、小微企

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教育培训工作实现了全县 25 个乡镇和 231 个

行政村的全覆盖。“金惠工程”的实施提高了农民的运用金融工具水平，

拓宽了增收渠道，增强了信用意识，促进了“三农”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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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模式。在成员单位中选出 5名学识水平较高、金融知识较为

丰富、热心公益事业、热爱农村金融教育的工作人员作为一级志愿者，

推选出 78 名热心公益事业、志愿从事农村金融教育的业务骨干作为农

村金融教育的二级志愿者，协调小组先后 3次组织部分一、二级志愿者

参加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举办的师资培训班，举办了 11 期二级志

愿者培训及培训考试，考（测）试参试率、成绩良好率和优秀率达 100%、

100%和 85%。随着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为解决工作、培训冲突，从开

始的集中培训发展到后来的片区课堂、网络授课等方式进行培训和测

试，确保志愿者金融知识的更新和准确掌握，从源头上保证了农村教育

培训的质量。 

3.工作创新。由志愿者进行公开讲课，通过资料发放，农民提问、

现场模拟场景、实物对比演示等多种方式，向农民讲授金融知识，学习

效果很好。 

志愿者队伍建设： 

1.队伍结构。在成员单位中选出 5名学识水平较高、金融知识较为

丰富、热心公益事业、热爱农村金融教育的工作人员作为一级志愿者，

推选出 78 名热心公益事业、志愿从事农村金融教育的业务骨干作为农

村金融教育的二级志愿者。协调小组先后 3次组织部分一、二级志愿者

参加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举办的师资培训班，举办了 11 期二级志

愿者培训及培训考试，考（测）试参试率、成绩良好率和优秀率达 100%、

100%和 85%。 

2.队伍建设。协调小组先后制定了《农村金融教育志愿者管理办

法》、《农村金融教育优秀志愿者评选办法》，建立了二级志愿者培训

活动档案，对其参与农村金融教育活动的场次、宣传教育质量、群众反

应效果、志愿者日记及信息反馈等情况进行考核并将结果通知所属单

位，作为金融机构对员工考核和评选优秀志愿者的依据，调动了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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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积极性。 

3.建设成效。2012年我县志愿者牟聪、李怡同志荣获中国金融教育

发展基金会授予的“优秀志愿者”称号；2014 年 3 月初我县 20 余名志

愿者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宣汉培训会，取得唯一一个团体和个人都获奖并

得到基金会领导和专家组成员高度赞扬的实施县。三年来协调小组办公

室严格按照相关办法，评出优秀志愿者十三名。六名志愿者成为中层干

部，其中二名志愿者走上了领导岗位。“金惠工程”逐渐成为金融从业

人员提高素质，强化作风、追求进步的平台。 

 

4.工作创新。协调小组根据志愿者工作单位分散的现实情况在互联

网上建立了志愿者 QQ 群、微信朋友圈，利用网络工具共享金融知识，

传送资料，方便志愿者相互沟通信息、交流培训心得，提高了培训效率，

保证了培训覆盖面和培训效果，培养了志愿者对“金惠工程”的归属感，

增强奉献农村金融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金融扶持与创新： 

1. 农户贷款。截至2013年末，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42.86

亿元，存贷比为 51.63%；比试点工作开展前增加 22.89亿元和 10.33个

百分点。贷款农户数 2011年末比试点前（2010年末为 5540户）增加了

23207户，增长 318.9%；农户贷款余额（2013年末为 17.76亿元）、农

村企业贷款（2013 年末为 8.99 亿元）、涉农贷款（2013 年末为 26.75

亿元）分别比试点前 2010年末增加 8.74亿元、5.75亿元和 14.62亿元，

增幅达 103.26%、177.47%和 1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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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创新。 

    农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完善了农村个体工商户汽车按揭担保贷款、

农村企业信用贷款、农村个体工商户联保贷款、林业企业林权抵押担贷

款、烟农贷款等 20 余个信贷产品，通过“公司+农户”等模式，积极支

持包括产业化龙头企业、专合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投入。如县

农行针对客户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先后推出了“公司+专合社+农户”、

融资租赁等创新型金融产品， 2012年 3月通过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为叙永郎酒东方玻璃公司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共发放 5108万租赁资金；

针叙永县鸿艺粉业有限公司拥有自己的原料种植基地和产品生产线，依

托省内企业和高校科研力量支撑，带动本地农户就业创业，具有良好的

市场前景的实际情况，于 2013年 3月通过“基地+公司+农户+专合社”

模式发放 25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通过各类创新金融产品的应用，增强

了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3.服务创新。 

通过银企、银政企平台搭建，加大对农村企业的信贷投入力度。金

融机构主动和农业局、县科协、帮扶创业协会、家电行业商会、农村专

业协会等联系，通过银企、银政企平台搭建，跟踪零信贷农村小微企业

和拓展首贷客户，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范围，拓宽服务覆盖面。发挥连片

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金融服务联动协调机制作用，积极开展金融扶贫信贷

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县创建；着力提高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指标，为动态调整政策参数、增加合意贷款

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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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典型案例。 

    

（1）农商行仅在 2013年用于支持“石漠化改造”信贷资金就达 650万

元。加大对“石漠化改造”的力度。 

（2）农商行在涉农贷款的“利率”、“期限”“风险控制”等方面都力求

加大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如泸州野植珍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泸州市

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四川省银企合作诚实守信先进单位”，

叙永农商行在充分评估其市场前景和生产潜力的基础上，对该公司发放

的 1750万元贷款执行优惠利率 8.7‰，较同类贷款利率低 0.6个千分点； 

（3）从事个体经营的种养大户张玉琴夫妇投资兴建了一个较大型的肉

牛养殖场，已投入资金 600万元，由于所需项目周转资金数额较大，从

叙永农商行借款 400万元，利率 9.3‰，比同类贷款低 0.6个千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