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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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宁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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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县政府印发了《关于成立宁都“金惠工程”

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宁府办字【2013】71 号）文件。成立了由县政

府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县长任组长，人民银行县支行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

县辖各金融机构及县妇联、县团委、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宁都

县“金惠工程”协调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规

划和组织实施试点工作。 

2. 组织构架。在人行宁都县支行设立了专门办公室，配备了人员。

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人民银行组织协调，涉农金融机构为主体，相关

部门配合，志愿者唱主角”的农村金融教育活动组织体系。 

3. 制度建设。制定了《宁都县 2013-2016年农村金融教育活动三年

规划》、《宁都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试点实施方案》、《宁都县“金惠

工程”联席会议制度》、《宁都县“金惠工程”志愿者管理办法》、《宁都

县“金惠工程”志愿者考核制度》和《宁都县“金惠工程”志愿者表彰

办法》等多项管理制度。为全县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开展农村金融

教育活动提供了保障。 

4. 经费支持，保障充分。三年来，宁都县政府高度重视 “金惠工程”

工作开展情况，先后两次拨付“金惠工程”专项经费，共计 24万元，缓

解了支行经费紧张，弥补了“金惠工程”经费缺口，为开展多样化宣传

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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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织活动。 

（1）依托涉农金融机构，建设“主阵地”，凸显金融教育常态化 

开展大型主题宣传造声势。三年来，我们组织全县金融机构开展了

金融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进园区、进社区等“四进”大型主题宣

传活动。为保证“四进”活动顺利开展，制定了专门的活动实施方案，

明确各金融机构职责任务。三年来，金融知识宣传已覆盖了全县 24个乡

镇，299所学校，工业园区 68个企业以及全县 8个社区。受训农民、学

生和企业人员共计 10.6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13万多份。 

推动机构特色宣传入万家。根据业务分工、产品服务的差异，领导

小组每年给各金融机构下达宣教任务，要求各金融机构结合自身业务特

点自行开展宣传活动。领导小组对各金融机构进行全程跟踪、督导，并

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对金融机构的年度考核。例如农行开展了“金穗卡”

现场推介会、农发行开展了“种养植大户信贷知识”讲座会、邮储银行

开展了“送贷下乡服务三农”主题活动、农信社开展了“小额农贷进万

家”主题活动、人保财险公司在开展了“政策性水稻种植保险”宣传活

动、人保寿险公司在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宣传活动等。三年来，

10家银行类金融机构自身开展的各项宣传活动达 260余场，累计培训农

民 7.5万人次，发放光碟 3000多张，发放宣传资料 8万多份；13家保

险类金融机构开展宣传活动达 127场，累计培训农民 13.8万人次，发放

宣传资料 7万多份，利用移动短信平台发送宣传短信 18 万条。 

建好 “金融知识宣传屋”求长效。我们在农村金融机构开展了“金

融知识宣传屋和义务宣传员队伍”的创建活动。首先在涉农金融机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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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营业场所布置宣传墙壁、设立金融知识宣传岗位、播放宣传视频、柜

面摆放宣传单等，以这些方式营造浓重的金融知识宣传氛围，把网点打

造成“金融知识宣传屋”；其次是组织涉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学习和培训，

使其全面地掌握有关金融知识、金融宣传工作的方法和技巧，培训结束

后组织考试，合格者颁发《金融教育义务宣传员上岗证》，凭证上岗。领

导小组负责创建工作的验收，对合格的授予“农村金融宣传屋”牌匾。

截止到 2015年，已有 10个农村网点获颁了“农村金融宣传屋”牌匾，

115人获得了《上岗证》。创建“金融知识宣传屋”和“义务宣传员队伍”

充分利用了涉农金融机构的地缘优势，使金融机构网点成为金融知识宣

传的主阵地，实现了长效工作机制。 

（2）借助各方资源，搭好“大舞台”，实现宣传教育立体化 

借力媒体网络，面向公众抓普及性宣传。一是在宁都地方电视台“宁

都经视”和“宁都综合”循环播放有关金融知识公益广告、字幕公告 100

多条、500多期。二是借助移动通信平台向 1万多城乡居民宣传金融知

识，发送短信 10万余条。三是利用手机报传播范围广、大众可接受程度

高的特点，在《宁都县手机报》开辟金融知识宣传专栏 6次，重点宣传

打击非法集资等内容。四是开通“宁都微金融”公众微信号，搭乘宁都

党政官方微信公众号“宁都形象”平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定期推送

人民银行法律法规、热点财经信息、相关金融知识以及理财小常识等。

公众号的建立搭建起了“金惠工程”与社会公众之间沟通交流的新平台，

实现了金融知识在指尖轻点中普及，实现了金融知识宣传的日常化、长

效化和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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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公交系统，面向流动人群抓流动性宣传。领导小组与宁都县公

交公司签订了《公交车站台广告位租赁合同》和《公交车车体广告合作

协议》。在宁都县所有的公交站台张贴金融知识宣传海报，并租赁了 12

辆县城公交车，在车体张贴各种通俗易懂的宣传标语和海报，公交车在

“走街串巷”行进当中，也将金融知识带到千家万户，在全社会营造了

浓重的金融知识宣传氛围。 

借力“三送”、“扶贫”，面向农民抓“一对一”宣传。“三送”、精

准扶贫工作是 2012 年以来地方的一项中心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政策性强要求高，要求常态化持续性开展。我们结合“三送”和精

准扶贫，组织各金融机构驻村工作队队员到各自的挂点村积极地开展 

“一对一”上户宣传，并使之成为一项日常性工作来抓实抓好。同时要

求各金融机构员工在结对帮扶农户开展三送和精准扶贫工作时，须将送

金融知识作为 “送服务”的一项内容，广泛开展金融知识进农村、进农

户、进田间的活动。三年多来，各金融机构员工 265 批次下到各自的三

送挂点村，共走访 21800多户村民，播放金融知识影片 2800多次，发放

宣传资料 12.8 万份，帮助农民解决在获取金融服务中的诸多疑难和困

惑。 

借力政府社团，面向特殊群体抓重点性宣传。妇女和残疾人是社会

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金融知识宣传的盲区，为了让金融教育惠及这部

分人群，领导小组与县妇联、残联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达成了一致搞宣

传的协议。县妇联、残联搞活动的时候，我们也派志愿者前往活动现场，

向残疾人、妇女派发宣传资料，向他们宣讲一些基础金融知识。通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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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妇联”、“残联”，累计开展宣传活动 20余场，受众 3600人，发放宣

传资料 15000余份。 

（3）扎根民俗文化，开辟“新领域”，实现金融教育乡土化 

宁都是中原先民南迁的早期居住地和集散中心，是赣闽粤客家民系

的重要发祥地，属纯客家县，境内客家遗存十分丰富， 2010 年荣获“中

国客家民俗文化之乡”称号。为了使金融教育更加乡土化，贴近农民，

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我们将宁都的民俗文化活动利用起来搞宣传。组

织专业人员编制各种金融知识情景剧，由专业人员在半板戏舞台上演出；

改编采茶戏说唱台词，将各种金融小知识融入其中，潜移默化的灌输金

融知识；在“擂茶节”、“添丁炮”、“桥帮灯”、“中秋夜游竹篙火”

等民俗活动中，向在场的农民派发宣传资料等。这一系列喜闻乐见、另

辟蹊径的宣传形式，受到了农民朋友的广泛好评。三年来，通过这种形

式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3万多份、发放光碟 1000多张，受训群众达 4.2万

人次。 

教育培训： 

1.培训情况。经过三年来的努力，金融知识宣传已覆盖了全县 24个

乡镇，299所学校，工业园区 68个企业以及全县 8个社区。实现了金融

教育宣传的常态化、立体化、本土化和正规化。对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

境，促进农村经济、金融快速发展，推动脱贫、脱困事业起到了非常积

极的作用。 

2.培训模式。 

(1)金融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进园区、进社区等“四进”大型

主题宣传活动。 

(2)领导小组每年给各金融机构下达宣教任务，要求各金融机构结合

自身业务特点自行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对各金融机构进行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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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督导，并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对金融机构的年度考核。 

(3)把网点打造成“金融知识宣传屋”,领导小组负责创建工作的验

收，对合格的授予“农村金融宣传屋”牌匾,对培训考试合格的涉农金融

机构工作人员颁发《金融教育义务宣传员上岗证》。 

（4）借助电视台、移动通讯平台、手机报、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对

群众进行不间断的常规宣传教育；利用乡间民俗等传统文化活动发放宣

传材料引导群众了解金融知识。 

（5）结合“三送”和精准扶贫，组织各金融机构驻村工作队队员到

各自的挂点村积极地开展 “一对一”上户宣传，并使之成为一项日常性

工作来抓实抓好。同时要求各金融机构员工在结对帮扶农户开展三送和

精准扶贫工作时，须将送金融知识作为 “送服务”的一项内容，广泛开

展金融知识进农村、进农户、进田间的活动。 

3.工作创新。 

（1）注重与当地政府的扶贫工作密切结合； 

（2）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和现代的方式进行金融知识的宣传培训； 

（3）坚持发挥金融机构的主阵地作用，并且有任务分解和考核； 

（4）建立多层次志愿者队伍，吸纳了“三送”、“扶贫”的驻点乡、

镇、村共计 15 名干部为“宣传联络员”，作为志愿者队伍的补充，使教

育培训更贴近基层。 

志愿者队伍建设： 

1.队伍结构。已发展志愿者 40余人，其中一级志愿者 3 人，二级志

愿者 37人，并挑选辖内多名志愿者代表参加了在人行郑州培训学院举办

的“金惠工程”培训班。三年来，先后有 5 名志愿者获得基金会表彰。

同时，将农村金融网点工作人员 392人纳入了志愿者后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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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队伍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了《宁都县“金惠工程”志愿者管理办

法》、《宁都县“金惠工程”志愿者考核制度》、《宁都县“金惠工程”志

愿者表彰办法》等多项制度，规范对志愿者的管理和考核。按照考核制

度，建立了志愿者档案，并对志愿者年度考核情况记录在档。考核内容

由品德、出勤、工作、素质四方面构成，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

合格三档。定期向志愿者所在单位反馈志愿者表现，并在全县范围内通

报考核结果。 

3.建设成效。在全县范围内培养热爱农村金融教育事业，具有吃苦

耐劳和乐于奉献精神的金融工作者和乡村干部为“金惠工程”志愿者，

形成了多层次的金融宣教队伍。 

（1）已发展志愿者 40余人，其中一级志愿者 3人，二级志愿者 37

人，并挑选辖内多名志愿者代表参加了在人行郑州培训学院举办的“金

惠工程”培训班。三年来，先后有 5名志愿者获得基金会表彰。 

（2）通过“义务宣传员”的创建活动，将农村金融网点工作人员

392 人纳入志愿者后备队，各金融机构负责对其进行培训。这部分人员

具备熟练的金融知识和基层工作经验，对于推动农村金融知识宣传能够

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时机成熟，可以随时将其纳入志愿者的队伍，壮大

“金惠工程”的后备力量。 

（3）吸纳了“三送”、“扶贫”的驻点乡、镇、村共计 15 名干部为

“宣传联络员”，作为志愿者队伍的补充。 

初步打造出多层次多元化的宣传队伍。 

4.工作创新。采用集中学习、专题讲座和分层次培训的方式，着力

提高志愿者队伍的业务素质。三年来，共举办了 9 次志愿者集中学习和

专题讲座。建立了宁都“金惠工程”微信群，不定期在微信群里发送宣

教知识和技巧，同时将工作信息发送在群里，加强了志愿者之间的联系

沟通。为了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领导小组每年对先进志愿者事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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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表彰，每年评选一次优秀志愿者，并对优秀志愿者进行奖励。通过

这些激励措施，激发了志愿者开展农村金融教育活动的热情、提高了宣

教工作水平和能力。 

金融扶持与创新： 

1. 农户贷款。截止到 2015年末。全县存、贷款分别达到 205.44亿、

108.27亿，较 2012年增加 75.07亿、51.12亿，分别增长 57.58%、89.50%。  

2.产品创新。 

（1）发挥扶贫资金对信贷资金的撬动作用。成立了我省首家扶贫系

统担保公司——宁都扶贫开发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公司与当地农联社协

作，立足“三农”，探索“产业+农户”的新型扶贫方式。它的主要运作

模式是宁都县扶贫办拨付 1500万元扶贫担保基金，存放于农信社，并与

其签订合作协议，规定农信社按 1：3 倍数发放农业产业扶贫贷款。截止

到 2015年 12月，累计为 2480户担保发放贷款 7766万元，其中：种植

养殖大户 2465户，金额 7076万元；农业扶贫龙头企业 11户，金额 500

万元；加工企业 3户，金额 110万元；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 1个（2户），

金额 80万元。  

（2）推广好“财政惠农信贷通”、“小微信贷通”、“财园信贷通”，

发挥好新型信贷产品作用。积极支持、配合县政府实施“三通”信贷产

品，协助县财政筹集风险补偿资金存入合作银行。截止到 2015年 12月，

共发放“财政惠农信贷通”贷款 1.29 亿元，占省下达计划的 105.1%，

放贷金额和完成率均居赣州市第二，共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39户（其

中种养大户 168户、家庭农场 165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6 个），对宁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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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发放“财园信贷通”贷款 2.9亿

元，占放款任务的 116.17%，共支持工业园企业 68户；发放“小微信贷

通”贷款 2524万元，占放款任务的 84.13%，共支持小微企业 21户。 

(3)推出“油茶贷”、“ 黄鸡贷”、“脐橙贷”，大力支持农村特色产业。

根据宁都农业产业南果北茶布局现状，宁都各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产

品，满足农民脱贫致富的金融需求。一是油茶贷。去年以来，农行宁都

支行针对宁都南部大规模种植油茶情况，积极推出油茶贷。到 2015 年

12 月末，共发放油茶贷款 7500 万元，共扶持油茶大户 160 多户，种植

面积都在千亩以上，在农行系统油茶贷款中名列全省及全市第一。二是

黄鸡贷。2013 年以来宁都农信社利用小额农贷品牌优势，在小额农贷 5

万元基础上，将贷款额度提高到 8 万元，以支持宁都三黄鸡农户养殖，

同时对养殖大户，推出信用、保证授信贷款，贷款额度在 15 万—50 万

元之间，积极支持他们做大做强。截止 2015 年 12 月末，共发放黄鸡贷

款 3261万元，共支持 409户养殖户。三是脐橙贷款。宁都农信社为脐橙

种植户、加工户提供果园开发、购买种苗、化肥、脐橙加工及脐橙技术

引进等方面大力提供资金支持。截止 2015 年 12 月末，全县累计发放脐

橙种植贷款户数 455 户，金额 7472 万元，脐橙加工户 12 户，贷款余额

709万元。    

3.服务创新。各涉农金融机构纷纷加大了对农村金融设施的投入，

改造了农村金融网点硬件设施，建立了先进的叫号系统、设施齐备的人

性化服务大厅、便捷的服务窗口、美观醒目的提示宣传栏和滚动播放相

关金融知识的电子屏和电视机等，使服务环境大为改善。截止到 2015年

末，金融机构总投放了 117台 ATM机、3130台 POS机，建立了 186助农

取款点,分别比 2012 年增加了 34 台、1734 台和 101 个,增幅分别为

40.96%、124.21%和 118.82%。金融设施的大规模投放满足了农村地区的

转账、汇款、查询、缴费及小额取现等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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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随着金惠工程的持续推进，“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道德风尚得到推广和倡导。全县到期贷款的回收率达到了

98%以上，宁都县信贷违约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同时随着对农户金融

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民接受到了金融服务，据统计，目前信用农

户数达 15.21 万，占农户总数的七成，已有信用乡镇 6 个评为“信用乡

镇”，占 25%，同时，为了推进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制定了印发了《宁

都县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等。宁都的信用环境不断得到改

善。 

5.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三年来，随着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贫困农

户利用信贷资金发展农业产业脱贫致富的能力得到提高。截止 2015年

底，共有 146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贷款，占全部贫困户的 35%。三

年共有 27村、14852户和 48643人口摆脱了贫困的帽子，分别占到总数

的 20.15%、37.72%和 39.66% 。 

6.典型案例。 

（1）农商黄麟生是我县竹笮乡黄鸡养殖大户，是当地最早进行规模

化养殖黄鸡的农户之一。养殖初期，酷爱养殖技术研究的黄麟生在信用

社 20万元的贷款支持下，建起了 1万平米的养殖大棚，几年时间迅速成

为全县有名的黄鸡养殖大户。2011年，他又注册了麒麟禽业有限公司，

产业越做越大。随着规模扩大，在养鸡及购饲料（销售）、肉鸡孵化方面

的流动周转资金需求也相应扩大。在一次农信社组织的信贷产品宣传活

动上黄麟生了解到了“财政惠农信贷通”，于是向农信社递交了贷款申请，

很快便获得了 150万元的贷款。由于获得了资金支持，黄麟生的“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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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业”规模越做越大，现已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方式。现

有厂房一栋约 2000 平方米，有巷道式孵化机 2台，年可供应优质鸡苗

450万羽。直接吸纳当地贫困户劳动力 20多人，同时通过产、供、销模

式直接推动了宁都县黄鸡养殖产业的发展。 

(2) 田头镇村民邓民荣，住田头镇坪上村中心段组，该村民在田头

镇开办最大的超市-旺旺购物广场，从 2007年开始与田头信用社有信贷

业务往来，一直能履约还款付息，信用观念强，但贷款额度较小。2015

年，志愿者开展金融知识问卷调查时得知了其经营情况，由于超市规模

大，存货多，又因购买街面集体房屋以及自建房需大量资金投入，导致

资金周转困难，超市经营步履维艰。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志愿者积极与

田头信用社沟通对接，在 2015年 5月 16日通过“授信方式+保证”的形

式给邓民荣发放了 30万元贷款，缓解了资金周转困难，超市经营状况得

到了好转。并且邓民荣通过选举成为田头镇坪上村村主任，在田头镇起

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2015 年 11月与别人合伙在宁都县东方丽都旁新

开了东方大润发超市，并成为大润发超市场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