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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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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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区政府高度重视“金惠工程”，为了把“金惠

工程”真正落在实处，区政府牵头，成立了广安区农村金融教育培

训工作领导小组。创造性地把市金融学会吸纳到金惠工程之中，统

一协调“金惠工程”的组织和实施。四年中共拨款 50余万元支持金

惠工程。 

2.组织构架。广安区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以联系金

融的副区长为组长、市金融学会常务副会长为副组长，区委农办、

区金融办、区财政、区扶贫办、区团委、市区涉农金融机构、人行

广安中支等有关科室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

学会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 

3.制度建设。金惠工程领导小组制订了《广安区“金惠工程”

实施方案》和《广安市广安区农村金融教育志愿者管理考核办法》。

同时，将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纳入人民银行年度综

合评价，为深入推进广安区农村金融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4.组织活动。由市金融学会定期组织召开领导小组联席会议，

研究出台年度工作方案，协调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

题，确保工作制度和工作安排有效落实。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及时

向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省金融学会、地方党政反馈金惠工程开展

情况。建立交流沟通机制，及时与区金融办、教育局等进行沟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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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定期走访各涉农金融机构，掌握工作进度，形成工作合力，

推进金惠工程顺利开展。形成了“政府主导、学会主推、涉农金融

机构参与、志愿者服务、群众受益”的联动机制，为金惠工程顺利

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2016 年，总计召开领导小组联席会议

18次，编发简报 32 期。 

教育培训： 

1.培训情况。 

自金惠工程开展以来，广安区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志愿者深入农

村开展培训活动 100 余场（次），培训农村干部 1900 余人，农户及

农村致富带头人 116774 人，全县参加金融教育培训人员累计达到

13.29万余人，覆盖了前锋区在内的 43个乡镇，覆盖率为 100%。 

2.培训模式。 

一是扎实做好中小学校金融普及教育。把“农村中学金融知识

普及项目”和“金融知识进校园”有机结合起来，将培训任务按片

区分解下达各金融机构。截止 2015 年末，已累计对广安区 20 所乡

镇中小学及职业技术学校 1.4万名学生开展了培训。 

二是结合各类专题活动，增强金融知识社会普及。利用“征信

知识巡回宣讲”、“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宣传周”、“金融知识宣传月”

等活动，组织金融机构利用营业网点摆访宣传手册、折页、宣传单

等资料，通过悬挂宣传横幅、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片等形式，

全方位、多渠道、广形式向公众普及金融知识，提高金融维权意识

和反金融诈骗能力。 

三是依托“迅通工程”，大力宣传新型金融工具。由涉农金融机

构在乡村销售网点、农家超市布设转账电话，实现资金在业主和取

款人账户之间的转移。通过对业主集中进行转账支付业务培训，播

放电视宣传片、散发宣传资料、赠送印有支付结算知识的新春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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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笔记本、为广大群众答疑等方式，培训农村居民和农村中小

企业主树立刷卡购物意识，引导农村居民使用电话银行、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等新型支付工具。 

四是结合金融服务，开展农村居民普惠金融教育。按照送金融

知识进农村与送金融服务进农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开办金融夜校、

金融服务车流动宣传、集中授课等形式，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

同时注重培训中与农户的交流互动，根据不同对象，侧重不同的金

融知识切入点开展面对面说教、演示和辅导，避免教育培训内容上

的一刀切，增强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是结合政府部门专项培训，加强知识普及宣传。发挥乡村社

干部影响和辐射作用，利用政府部门组织会议的机会开展金融知识

搭车培训，拓宽农村金融教育培训渠道。如为党政干部发放《金融

知识国民读本》、《金融知识宣传手册》，为新提任乡镇领导举行专题

培训，让大家更加了解经济和金融的关系，更加明白金融生态环境

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助推辖区金融生态环境改善。 

3.工作创新。 

一是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组织开展了“邮储杯”征信知

识电视大奖赛、支付结算业务知识竞赛、国库知识有奖问答、反洗

钱业务知识竞赛等一系列活动，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宣传，推进了

金融知识在社会公众中的教育普及。 

二是加强高校金融教育合作。广安市金融学会与广安职业技术

学院签订《普惠金融研究教育战略合作协议》，每年出资 3万元设立

教育扶持基金，加强与高校普惠金融研究教育合作。广安职业技术

学院将《现代征信学》列为该校公选课，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奠定

了基础。联合高校组织开展金融知识专题讲座，聘请人民银行或金

融机构业务骨干讲授经济金融前沿理论和操作实务，为学生拓展自

身金融理论知识和未来实习提供支持。此外，积极延伸课堂教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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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联合高校开展了“征信知识伴我行”大学生社会体验活动，进

一步加强对金融知识的学习理解。 

志愿者队伍建设： 

1.队伍结构。广安区现有一级志愿者 5人，80%以上参加了培训，

年人均服务时间为 81 小时；二级志愿者 31 人，100%参加了培训，

年人均服务时间为 80小时。 

2.队伍建设。制定了《广安市广安区农村金融教育志愿者管理

考核办法》，制订完善对志愿者量化考核、动态管理和适时调整的管

理办法，积极开展志愿者评比表彰，动态调整岗位变化、缺乏服务

精神的二级志愿者，确保了志愿者队伍相对稳定。 

3.建设成效。 

广安区坚持把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通过选派优秀志愿者代表参加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组织的师资

培训、学会不定期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和各机构自行培训等多种方式，

加强志愿者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编制了《农村金融教育普及教材笔

记本》并多次印发，通过学用结合的方式拓展农村金融教育的深度

和广度。加强志愿者队伍管理，建立考核评比机制，结合志愿者培

训场次、人数、效果等情况，积极开展优秀志愿者评选并予以表彰

奖励。提升了志愿者对农村金融教育工作的认识和教育培训能力，

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 

4.工作创新。 

建立了志愿者队伍动态管理和适时调整的管理办法，即对于缺乏服务

精神的志愿者或因岗位变化不宜继续担任志愿者的人员更换为新的志愿

者，从而保证了志愿者队伍的优质、高效和相对稳定。 

金融扶持与创新： 

1.农户贷款。金惠工程实施以来，广安区农户贷款余额，由 2012



 5 

年底的 172014 万元，增至 2015 年底的 483992 万元，增长了 181.37%；

但是，农户贷款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由 2015 年的 3.9%上升至 5.34%，

增加了 1.53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变动所致。截止 2015年末，

全区涉农贷款余额 100.83 亿元，其中：农户贷款 48.4 亿元，占比

48.01%，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6.7个百分点。 

2.产品创新。广安区涉农银行机构结合农村改革，不断强化银

政、银农合作，积极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大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如：邮储银行开发的“小平故里农家乐贷款”产品累计发

放相关贷款 148笔，金额 4575.8万元。又如：广安恒丰村镇银行创

新推出的“恒裕丰足额贷”、“恒裕丰借新还旧”、“恒裕丰循环贷款”

等产品，创新提出放大抵质押物价值比例，赢得了小微企业主的一

致好评。上述产品现有贷款余额 3.45 亿元，惠及 177户中小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针对农户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小、抵押物缺失贷款难等

问题，邮储银行创新推出了小额保险保证贷款、农村信用社推出了

党员信用快贷，利用农户联保、党员信用担保等方式，对信用等级

较高的农户实行扩大授信额度、简化手续、提供优惠利率等扶持政

策，切实满足农户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3.服务创新。四年来广安区区内金融业快速健康发展，成都农

商行广安分行、广安思源农村商业银行等相继挂牌成立，广安区涉

农金融机构发展到 7 家，营业网点 136 个，农村金融服务设施更加

完善。广安区各涉农金融机构布放 ATM 等银行自助设备 466 台，覆

盖所有行政镇和行政乡，发展助农取款服务点 1016个，平均每个行

政村 1.23个，2015 年各助农取款点实现交易业务 21.85万笔，金额

5007.51万元，为老百姓节约车船费近 200万元。通过开通手机银行、

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支付手段使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方式更加灵活，

据统计，2015 年末，广安区累计有 45.72 万户农户利用手机银行、



 6 

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支付工具实现交易 248.25万笔，累计交易金

额 57.13 亿元。 与此同时，农村金融环境不断优化。截止 2015 年

末，广安区已建立农户经济档案 34.2 万户，评选表彰优秀信用户

31254户，信用村 472个，信用乡镇 23个。 

4.典型案例。 

案例一： 

“短短三天的时间，35 万元的贷款就打到了我的账户上，有了

这笔钱，我这个春耕季节销售所需的化肥、种子、农药就不用愁了。

把现在的规模再扩大一下，今年一定能赚到钱！”。个体户刘小松笑

呵呵说道。 

广安龙台镇小桥村的刘小松自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外务工，在积

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资金的基础上于 2013年 6月 3日与杜建明合

伙经营“广安国豪种业”。该种子店位于渠江北路 31 号，主要经营

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农资零售。临近春耕时节，采购化肥、

农药、种子等需要大量资金，这可愁坏了他。我行了解到情况后主

动上门联系，同时结合其经营的种子经营部周转快、资金需求急的

特点，为其量身推荐了“恒裕丰循环贷款”，该贷款具有随借随还、

可循环支用的特点，方便了客户在日常资金需求时可快速提款，资

金回笼时可提前还款节约融资成本。在三天内快速为其办理了 35万

元的贷款，并在贷款利率上给予了一定的优惠，解了刘小松的燃眉

之急。 

案例二： 

杨黎明 广安区杨坪乡人，家庭贫困，但性格敢闯敢干，多次参

加联社在大安镇区域开展的金融知识教育培训后，他和朋友决定在

户安镇望坝村 5 组做生态农业，期间多次找到联社金融知识教育培

训人员咨询对农业的支持政策以及相关贷款手续。联社帮助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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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15年人行支农再贷款 100万元，低利率涉农贷款。现在他的猕

猴桃及鸡鸭种养殖基地在望坝村占地 400 多亩，年营业收入达 300

万元，在户安镇当地都小有名气。 

案例三： 

王安兰 广安区大安镇人，也是在参加多次联社开展的金融知识

教育培训后，联社帮助其取得 2015年人行支农再贷款 400万元在观

塘镇煤坪区 6组大棚养殖园区开起了占地 12亩的王氏养鸡场。现有

存栏仔鸡和产蛋鸡约 3万只，年销售额可达 30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