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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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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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1 月，白水县被列为全国第二批农村金融教育培训试点县， 

12 月 25 日，陕西省农村金融教育培训试点工作在白水县全面启动。县

协调领导小组专门设立了白水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办公室。 

2、组织构架。“塔形”管理，夯实责任。几年来，全县以“本土化”

为主，共招募志愿者 62 名，由于工作变动，目前留存注册人数 33 人，

主要吸收了金融机构的业务骨干和乡村能人，5 名一级志愿者作为联系

人负责培训二级志愿者，实施“金字塔”形管理模式。县协调领导小组

办公室由各成员单位志愿者负责人组成，负责管理本单位志愿者，每个

单位将志愿者按照培训乡镇和单位分编为志愿者小组进行分级管理，如

果各单位志愿者人数不够，可根据工作需要自行发展下一级志愿者。同

时，根据工作需要，还组建了一支志愿者“讲课团”，以流动形式进农

村、进学校、进社区，向社会公众讲授金融知识。农村信用联社、邮政

银行负责乡村农户培训教育，工行、农行等金融机构负责在劳务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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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校等县级培训平台培训“村官”、农民工、学生等。借助劳务局、

农发办、西农大苹果试验站、学校等县级培训平台建立了 5 个培训点，

经常性的开展插班培训活动。 

 

 

3.制度建设。 

白水县农村金融教育协调领导小组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由

县政府印发全县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实施。还制定了《白水

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指导意见》、《白水县农村金融教育志愿者管理办

法》等基础性制度，确立了开展农村教育培训试点活动的指导思想，明

确了工作思路和工作任务及目标，为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提

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截止 2013 年末，“110145”教育工程指标已经全

部实现。 

 

4.组织活动。 

从 2009 年 11 月到 2014 年 10 月，在 5 年工作期内，通过实施 

“110145” 农村金融教育工程，建立 1 支热爱农村金融教育事业，具

有吃苦耐劳和乐于奉献精神，积极传播农村金融知识的志愿者队伍；使

10 万农村人口接受良好的培训，占比 50%；普及全县 14 个乡镇和 5000

户农户。 

教育培训： 

1.培训情况。从 2009 年 11 月到 2014 年 10 月，在 5年工作期内，

通过实施 “110145” 农村金融教育工程，建立 1 支热爱农村金融教育

事业，具有吃苦耐劳和乐于奉献精神，积极传播农村金融知识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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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使 10 万农村人口接受良好的培训，占比 50%；普及全县 14 个乡

镇和 5000 户农户。截止 2013 年末，全县共建立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基点

162 个，有效地落实了教育培训工作。 

 

2.培训模式。组建了一支志愿者“讲课团”，以流动形式进农村、

进学校、进社区，向社会公众讲授金融知识。农村信用联社、邮政银行

负责乡村农户培训教育，工行、农行等金融机构负责在劳务局、党校、

学校等县级培训平台培训“村官”、农民工、学生等。借助劳务局、农

发办、西农大苹果试验站、学校等县级培训平台建立了 5 个培训点，经

常性的开展插班培训活动。 

 

3.工作创新。思路创新，讲授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教材，而是做到了

“三结合”：（1）自身业务宣传相结合；（2）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相结

合；（3）和农村金融基础服务体系相结合。 

    县协调领导小组根据白水县实际情况先后确定和建立了雷村乡王

河村等 10 个试点村，雷牙乡富卓村、雷牙村等 4 个示范村和职业中学

等 2 个教育基地，旨在探索建立低投入、高效率、易操作、可复制的培

训模式，对全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形成辐射带动效应。 

志愿者队伍建设： 

1.队伍结构。县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各成员单位志愿者负责人组

成，负责管理本单位志愿者，每个单位将志愿者按照培训乡镇和单位分

编为志愿者小组进行分级管理，如果各单位志愿者人数不够，可根据工

作需要自行发展下一级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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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队伍建设。共招募志愿者 62 名，由于工作变动，目前留存注册

人数 33 人，主要吸收了金融机构的业务骨干和乡村能人，5 名一级志愿

者作为联系人负责培训二级志愿者，实施“金字塔”形管理模式。 

3.建设成效。建立了 1 支热爱农村金融教育事业，具有吃苦耐劳和

乐于奉献精神，积极传播农村金融知识的志愿者队伍；使 10 万农村人

口接受良好的培训。 

4.工作创新。办公室存放志愿者登记表、教育活动简报、图片、试

点村和推进村基本情况备案表等档案，方便查阅、督办，还将农村金融

教育培训办公室职责、志愿者管理办法、志愿者誓词制作上墙，时时提

醒。制作了《白水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推进示意图》，对全县工作开展

做到清晰明了，对志愿者工作起到督促作用。 

 

金融扶持与创新： 

1. 农户贷款。2013 年，全县各项贷款余额 20.9 亿元，2009 年仅

为 8.2 亿元，3 年时间增加了 12.7 亿元，增长了 155%。主要服务于农

户的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贷款分别增加了 6.7 亿元和 2.5 亿元

（合计 9.2 亿元），占到新增贷款的 72.4%，助推全县支柱产业--苹果产

业的长足发展。 

2.产品创新。（1）2013 年在全省首家推出总行试点产品-苹果仓储

户小额贷款业务，把仓储担保和仓单质押结合在一起，有效地解决了果

商抵押担保问题。（2）农村信用社专门为果农和苹果收购大户、果储企

业量身定做了“利果兴”信贷产品，分为果园抵押、仓单质押和流动资

金贷款三部分，在苹果产业链条的每个环节都提供特色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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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创新。金融机构建立助农取款服务新模式。以 10 个助农取

款示范点为切入点，全面落实助农取款业务宣传及推广工作。建立林皋

镇南马村、北塬乡鹿角村等示范村，辐射带动周边农民积极使用银行卡，

农村支付结算方式正悄然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4. 典型案例。 

    自编《“金惠工程”白水版简易教材》一本，荣获中国金融教育发

展基金会二等奖，总行办公厅和西安分行办公室《金融新闻宣传工作》

都以《陕西白水县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为题，对白水县的

试点工作的做法进行了推广，志愿者代表 3 次在全国志愿者培训大会上

进行了经验交流。2010 年、2011 年，西安分行 2 次对人民银行白水县

支行在农村金融教育培训中所做的工作提出了通报表彰，2 名志愿者荣

获优秀志愿者称号。时任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冯锋在对白

水县调研、检查时，充分肯定了我县的农村金融教育培训试点工作，他

指出：白水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基础扎实、亮点突出、步伐很快，

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