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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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灵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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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金惠工程”，为了把

“金惠工程”真正落在实处，灵丘县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成立

了灵丘县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领导组（灵政办发[3012]58号），统

一协调“金惠工程”的组织和实施。 

2.组织构架。金惠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为分管县领导，人民银行

县支行，县域其他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形成了政府主导、

人行牵头，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共同参与的组织构架。 

3.制度建设。金惠工程领导小组制订了《灵丘县“金惠工程”

实施方案》和《灵丘县“金惠工程”培训规划》。在此基础上，制定

了《灵丘县“金惠工程”志愿者管理办法》和《灵丘县“金惠工程”

联络员管理办法》及表彰激励办法，明确了志愿者权利和义务。 

4.组织活动。在规范制度建设基础上，一是县金融教育培训工

作领导组定期不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安排部署“金惠工程”具体

培训任务。二是编发“金惠工程”简报 19期，对“金惠工程”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及时宣传报道。三是实施金惠工程三年来，全县农村

金融机构定期不定期的组织开展金融知识上山下乡活动，充分利用

地方政府各种宣传平台和培训资源，组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 

 

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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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训情况。在人行灵丘县支行的牵头引导下，金融机构积极

主动开展志愿者队伍建设，鼓励志愿者认真学习，首先要不断提高

自身的农村金融素养，通过开展各种志愿者培训班，逐步提高志愿

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基本保证了志愿者能够认真备课、结合

实际开展农村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积极主动履行职责和填写工

作日志，金惠工程实施以来，志愿者人均参加服务时间 84小时。 

2.培训模式。一是丰富培训内容，在各种培训活动中，融入包

括反假货币、支付结算、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征信知识等内容。

二是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各项培训活动得到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乡

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全县千人以上的行政村都派人参加了培训。三

是把培训和促进农户增收相结合，促进农民运用掌握到的金融知识

提升从事生产经营能力，更快的摆脱贫困落后处境和面貌。 

3.工作创新。加大村官培训力度。2015 年 9 月，灵丘县金惠工

程领导小组举办了灵丘县农村干部金融知识培训班，培训分两期进

行，来自全县 12个乡镇的 80多名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参加了培训，

通过对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加大“金惠工程”的覆盖面。 

 

志愿者队伍建设： 

1.队伍结构。灵丘县现有一级志愿者 5人，二级志愿者 39人。

实施金惠工程以来，通过选派一级志愿者积极赴郑州培训学院参加

基金会举办的培训班，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培训资源，积极主动开展

多种形式的志愿者队伍建设培训活动，创造条件在举办一二级志愿

者培训班，提高志愿者的技能和水平。 

2.队伍建设。在建立志愿者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多种

形式的志愿者队伍培训，提升志愿者授课水平，通过组织志愿者集

中培训，由“金惠工程”组织者主持授课，讲解示范授课技巧和方

法，有效提升了志愿者的培训技能和授课艺术，使培训面向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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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堂变的浅显易懂、生动活泼，受众人员能很快能领会和接受，

增强了志愿者对农户金融知识宣传的实效性。 

3.建设成效。实施金惠工程以来，灵丘县把志愿者队伍建设放

在重要位置，在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同时，专门重点培养

了 6名志愿者授课教师，组织起了 10 名志愿者宣传服务队，为深入

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 

4.工作创新。灵丘县把重点培养农村青年作为实施金惠工程的

重点，利用柜面长效宣传和上山下乡集中宣传等活动，专门组织农

村青年开展农村金融知识宣传普及，通过成立志愿者宣讲团等方式

向农村青年传播新型农村金融知识，培育了一大批能够掌握新型农

村金融知识的农村青年，通过发挥农村青年在种养殖业生产中运用

新型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能力，带头增收致富。 

 

金融扶持与创新： 

1.农户贷款。金惠工程实施以来，由于经济下行等多种复杂因

素叠加影响，灵丘县农户信贷有效需求明显不足，农户贷款总量不

升反降。全县农户贷款由 7.46 亿元下降到 7.13 亿元，这是比较罕

见的情况。究其原因，既有经济下行影响的原因，也有农村金融机

构严重缺乏信贷支农积极主动性的原因，更有农村金融知识宣传普

及活动缺乏实效性等因素。农户贷款总量下降，势必会削弱农村居

民的金融消费能力，削弱农户的生产生活消费能力。这里面，不知

是否有该县金融机构自行调整农户贷款科目统计口径的因素。 

2.产品创新。“续贷通”产品。2014年因经济下行，部分农村小

企业出现了资金回笼周期延长，经营利润下降，资金链绷紧，自身

现金流难以覆盖银行到期贷款本息情况。形成续贷难，续贷贵的现

象。为了化解贷款风险，缓解续贷难，续贷贵的现象，灵丘县在省

联社组织下于 2014 年 8月开通了“诚信续贷通”信贷产品。即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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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周转困难的期限内无法归还到期贷款本金的贷户，在贷款到期

日的前三个月向我社提出申请，并前置办理完结，评级、授信、签

订合同，并按要求归还部分本金后，即可享受无需提前归还贷款剩

余本金，采用先贷后还方式（以前办理续贷采用的先还后贷方式）

享受续贷的便利，减化了续贷流程、大大降低了续贷成本。截止 2015

年 12月共为 30家农村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办理续贷通业务 30笔，

累计金额 2.73亿元。通过续贷通业务有效的缓解了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归还到期贷款的资金压力，减少了办理续贷的资金成本，有效

的化解了贷款风险。 

3.服务创新。灵丘农行在参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金穗

工程中后，大力推进惠农通工程（村村通转账电话布放）。2015 年

10 月，在上级行的指导下，开始进行转账电话布放点的升级改造，

选取部分布放点升级为金融综合服务站。服务站在前期单纯支付结

算功能的基础上，扩展为具备农贷政策宣传、人民币反假货币、征

信宣传等其他金融服务的模式，多角度、全方位优化农村金融生态

环境。我行筛选 50 个布放点做为第一批金融综合服务站改造试点，

以“有标识、有机具、有登记、有培训、有宣传”为标准开展建站

工作。目前，已完成标牌更换、业务制度和流程制定、硬件配备、

人员培训等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我行工作人员将逐一到这 50个服

务站进行现场指导，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4.典型案例。该县大学生村官刘波，根据近年来灵丘县及周边

地区绿化力度不断加，对树苗及景观树的需求逐年增加的实际情况，

带头承包土地种植树苗及景观树， 2013－2014年我社累计投放青年

创业贷款 8 万元，支持发展状大，经过多年发展目前种植规模达到

50多亩，其中： 景观树 20多万珠、树苗（营养袋）50多万珠。带

动周边农户种植树苗经济林等 300多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