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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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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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成立了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为组长的“新

化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活动领导小组”，召开了农村金融教育工作启动

大会，将农村金融教育作为当地发展规划，列入政府年度重要议事日程。 

2.组织构架。新化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

县政府办、县委宣传部、县财金办、县农办、扶贫办、县人民银行和辖

内涉农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代表领导小组处理日常性事务工作。 

3.制度建设。县人民政府以文件形式先后将《新化县农村金融教育

工作实施方案》下发到辖内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 

4.组织活动。2011 年以来，农村金融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6次，

编发《农村金融教育工作简报》11期，分层次召开全县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工作推进暨投诉站业务培训会议，宣传普及金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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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1.培训情况。试点以来，累计培训 19.87万人次，金融知识普及培

训乡镇覆盖面 100%，行政村覆盖面 23.3%。其中培训农村居民 19.58万

人次，占 98.6%。 

2.培训模式。组织金融机构集中进行人民币反假、打击非法集资、

征信知识、银行卡知识、保险理财知识等金融消费知识宣传，通过公益

短信方式向广大消费者发送成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的信息，《新

化报》上刊登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版。 

3.工作创新。结合本县实际：一是建立“一纵三横”反假网络体系，

扭转了该县全省假币重灾区的状况。二是制定了《新化县打击和处置非

法集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非法集资猖獗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三是率

先成立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分中心，迅速启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 

志愿者队伍建设： 

1.队伍结构。现有一级志愿者 2 人，二级志愿者 23 人，组成结构

主要是农村金融机构外勤员工，志愿者受培训面达到 100%。 

2.队伍建设。制定了新化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计划、新化县“金惠

工程”志愿者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结合新化县实际对志愿者开展培训。 

3.建设成效。坚持“金融扶贫”理念，积极引导辖内金融机构增加

涉农信贷投入，广大农户的金融意识、诚信意识、金融知识水平、金融

知识应用的能力均有明显提高，全县农民平均收入水平迅速增加。 

4.工作创新。创新推出了“助保贷”、林权抵押贷款、财政贴息贷

款、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万村千乡农家店流转贷款、农户联保贷款、

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项贷款等信贷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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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持与创新： 

1. 农户贷款。2013 年末，全县农户贷款总量 18.42 亿元，比试点

初期的 2010年末增长 68.82%；2013 年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197

元，较 2010年增长了 121%。 

2.产品创新。2013 年县邮政储蓄银行推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贷款”、

“大型农机具质押贷款”等新型信贷品种，累计发放贷款 4.38亿元。 

3.服务创新。县农村信用社推出“便民卡”新型农村金融服务，该卡经

信用社授信后，可随贷随用，办理贷款十分方便快捷，且贷款利率较其他贷

款利率低，为广大农户贷款降低了融资成本，深受广大农户欢迎。 

4. 典型案例。新化县天门凉丰村第 5组村民刘道中，2009年看中了养

猪这个投资生财的门路，可是他手上只有不到 1 万元钱的资金，于是他花了

500元钱买来一头母猪自己喂养，不久，母猪下了 14个小猪仔，他靠自己的

积蓄把这批小猪养大了，小赚了一笔，尝到甜头的他决定扩大养殖规模，但

手中资金严重不足，于是他到新化农行营业部咨询农户贷款，经过农行网点

客户经理实地调查后，农行发放了 4 万元的农户小额贷款。拿到资金后，刘

道中又购买了 2 头母猪，扩建了 3 间猪舍，其余的资金购买了饲料，很快三

头母猪又产下了一批猪仔，将这批猪仔养大出栏后，刘道中净赚了近 2万元。

2010 年，他将贷款还清又重新借了 5 万元贷款扩大规模。在接下来的 2011

年，2012年，2013年，他的养殖事业越做越大，每年通过还旧借新，在农行

融资不断增加投入，至 2013年末，他拥有的固定资产达 30万元，猪栏舍 10

间，占地面积 200 余平方米，生猪存栏量 150 余头，年出栏肉猪 200 余头，

年创产值 60万元，年利润近 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