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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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人：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评估小组 

2016年 4月 17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来到江西省婺源县进行农村金

惠工程效果的评审验收工作。通过对该县 3年来的开展农村金融教育工作

效果的审查，评估小组的意见如下： 

一、实施金惠工程的组织构架健全 

自 2013年婺源县启动金惠工程，在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下为推动

金惠工程的实施该县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构架。 

1. 组织保证。 

在实施金惠工程过程中婺源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借助

地方政府的力量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教育建设中的组织保证、

政策支撑、关系协调等方面的主导作用，着力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优势，

开展了“点对点”的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使婺源县的“金惠工程”实

施取得显著成绩。 

2. 组织构架。 

婺源县为开展金惠工程试点工作成立了由分管进入工作的副县

长任组长，人行行长任副县长、各金融机构、相关局委负责人为成

员的“金惠工程”领导小组并下设专门办公室，启用活动办公用章。

组织构架充分显示了相关领导层对金惠工程的高度重视， 

3. 制度建设。 

婺源县人民政府制订了婺源县制订了：“金惠工程”----农村教

育培训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了金惠工程活动责任制；“金惠工程”组

织者志愿者管理和考核办法的多项制度.为顺利的开张金惠工程奠

定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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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活动。 

自婺源县实施金惠工程以来，围绕农村金融知识教育工作，开

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1）联合县妇联对农村妇女乡村女干部进行了识别假币、农行

卡助农取款等相关知识培训。 

（2）联合县教体局进行农村中学金融知识培训。 

（3）联合文广局派溦剧团送文化下乡。 

（4）开展了农信银杯“金融知识”竞赛。 

（5）联合县中小企业局和工业园区对涉农中小企业主进了金融

知识培训。 

近三年来，婺源县“金惠工程”已累计开展金融教育活动 818

次，发宣传资料 30 余万份。 

二、教育培训： 

1. 培训情况 

婺源县全县人口 34.6万人，培训共计 36万人。 

培训覆盖面，全县有 17个乡镇，171个行政村，培训占比 100% 。 

近三年来，婺源县“金惠工程”开展金融知识教育，参加培训

及咨询活动的农村种养大户，乡村干部、小微企业主、学生及群众

达到 36万多人次。 

2. 培训模式 

培训方式采取了：集中面授，电视广播，入户培训，发放资料集宣讲

等方式等灵活多样的教育模式。 

3. 工作创新 

婺源县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金融教育工作进行了创新： 

（1） 联合中小企业局和工业园区对涉农中小企业主进行金融知

识培训。 



 3 

（2） 与县人保局一道进行创业就业贷款常识农村致富手段技能

培训。 

（3） 联合县妇联对农村妇女乡村女干部等进行征信宣传、人民币

反假非现金结算、银行卡助农取款等知识培训。 

（4） 联合县教体局进行农村中学金融知识培训。 

三、志愿者队伍建设： 

1. 队伍结构。 

志愿者队伍由一级志愿者和二级志愿者组成。一级志愿者 4人，

二级志愿者 20人，其余 186人为农村信用社小额农贷携款员。参加

过志愿者培训人数占比 100%。 

2. 队伍管理。 

建立了志愿者管理制度，志愿者考核办法，志愿者按要求填写工作日

志，定期检查志愿者工作日志。 

3. 建设成效。 

2014 年 3 月婺源县金惠工程志愿者参加《农村中学金融知识普

及》说课比赛，4名志愿者获得优胜学员奖，婺源县团队获优胜团队

奖。 

2014 年 7 月婺源县在参加中国教育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的第六届

“保诚杯”全国教师教案评选大赛中志愿者程兴华、詹庆飞老师分

别荣获初中组二、三等奖。 

4. 志愿者管理工作创新。 

建立了志愿者微信群和 QQ群，为志愿者建立交流平台。 

借助媒体资源，坚持开展公众化的金融知识宣传。 

在涉农金融机构建立金融知识咨询服务热线。 

在人员聚集多的广场、大型商场利用 LED 大型显示屏幕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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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惠工程教程。 

建立示范点，上门开展常态化的金融知识教育。 

四、金融扶持与创新效果： 

1. 农户贷款 

婺源县在实施金惠工程前 2012年农户贷款余额为 139057万元，开展

金融教育后的 2015年农户贷款余额为：258366万元。贷款增加净值为：

119309万元。增长率为 85.8%。 

2. 产品创新 

“小额农贷”、 “农家乐贷款”、 “信用共同体联保贷款”、 “财

政惠农通贷款”、 “旅游贷、” “扶贫贷” 

3. 服务创新。 

以农村信用贷款为载体，连续十年开展“文明信用农户”评比，

建立了优秀新用户的奖励制度并在全国创建星际文明户工作座谈会

和中宣部诚信调研活动上进行了了交流。 

4.典型案例。 

在中云镇，选择了一个行政村、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家乡

镇企业、一条街道、一所学校、等五类不同农村对象与群体作为该

县农村金融知识教育活动的示范点。采取了定机构、定人、定进度、

定职责，上门开展个性化、系统性的金融知识教育，取得了明显的

示范效应。 

通过本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专家组对婺源县三年来实施

金惠工程工作的审查认为该县的农村金融知识教育成绩显著，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婺源县金融工程的的实施工作认

定合格，给予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