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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湟源源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刚干完活
的祁金良身上还带着泥土，不大的房间被他打
理得井井有条。一说起养殖，祁金良的眼睛亮
闪闪的，他说：“现在我的养殖规模起来了，有4
栋牲畜棚和1栋草料棚。现存栏牦牛有160头，
还有750只绵羊。”

身为大学生创业的祁金良有个养殖梦。开
始时他踌躇满志，没想到实践起来却遇到了拦
路虎：养殖行业风险高、没有抵押物，传统银行
过往授信不超过5万元。

由于资金受限，祁金良的养殖生意一直不
温不火，规模一直上不去。这可愁坏了祁金
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抱着尝试心态，向湟
源农担公司提出了贷款担保申请。“原以为没
有十天半月贷款下不来，没有想到农担公司办
事效率这么高，不到7天就放了款！”祁金良激
动地说。

拿到30万元贷款后，祁金良便着手扩大养
殖规模，几年来积攒的养殖经验正好派上了用
场。祁金良肯吃苦、脑子活，充足的资金更让他
如鱼得水，养殖规模也逐年扩大。

“政府这么支持我们，我们也不能丢了信
用！”按时还款积累的信用让祁金良的融资金额
逐步增加。2020年西宁市政府联合省农牧业信
贷担保公司，推出了“扶社贷”贷款产品，2021年
祁金良名下的源牧合作社也享受到了该福利政
策，当年成功融资120万元，扣除各项补贴后，
综合融资成本不超过2%。

“扶社贷”产品正式上线以来，市、县两级财
政、农牧、金融等部门联动推动，业务增量扩面，
产业发展明显，超额完成了2021年民生实事项
目目标任务（111.5%）。为更好发挥“扶社贷”的
财政金融撬动作用，今年年初，市金融办联合市
财政局深入开展调研，及时出台方案，从降低利
率、扩大覆盖面等方面对“扶社贷”进行优化升
级，推出“乡村振兴普惠贷”产品。截至9月末，
已累计为全市518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
款2.45亿元。

有了充足的资金，祁金良创业干事的劲头
更足，今年升级改造了牛棚。如今，几十头牦牛
在宽敞明亮的“新家”里十分惬意。“现在牛棚的
条件好了，我的养殖生意也有了起色，相信以后
会越来越好！”谈到以后的发展，祁金良充满了
信心。

眼下，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伴着秋日的
阳光，记者来到了湟中区拦隆口镇中庄村的金薯
源马铃薯营销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门前的庄稼
地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多台马铃薯收获机正在
机械化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俗语讲，一窖洋芋，半年口粮。早些时候，洋
芋作为主食，养育了祖祖辈辈的青海人。如今的
马铃薯产业已发展成为我省辐射面广、带动力最
强的促农增收产业。

“我们种的都是优质品种，产量高，口感也
好，不仅在省内大受欢迎，甚至云南那边都有需
求。”合作社负责人苏生福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
里的照片向记者展示，地里刚挖出的马铃薯密密
麻麻成一串。“大家还以为这是摆拍呢！”苏生福
的话语里满是自豪。

2018年，合作社已成立10年，合作社需要通
过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以拓宽发展路径，但因资
金不足牵制了合作社发展的步伐。了解到情况
后，湟中支农担保公司主动对接苏生福，简化审
批流程，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把资金送到了苏生
福手上，解决了合作社的燃眉之急。有了200万
元的政策性贷款的扶持，再加上自身筹集的400
余万元的自有资金，合作社有了发展新动力，不 长期以来，缺乏金融机构认

可的抵质押物，是农业企业、农户
等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时遇到的主
要难题。

“近年来，市金融办积极履行
市农村信用体系领导小组职能，
指导全市四家农商银行以村组资
源为基础，整村授信为抓手、乡村
领域全覆盖为目标，实现对全市
所有行政村内农户、农村个体工
商户、小微企业主走访全覆盖，建
档全覆盖，授信全覆盖，发挥金融
普惠、改善地区信用环境的作用，
有效提升农村、农户的融资可获
得性，降低融资成本。”市金融办
相关负责人说。

截至9月末，全市共创建1个
省级“信用县”，2个市级“信用县
（区）”，信用乡镇 40 个，覆盖面
93.02%，信用村 753 个，覆盖面
84.79%，信用户192393户，覆盖面
77.78%，通过信用评定发放信用
贷款9.23万笔累计81.48亿元。

家住大通县桥头镇向阳路恒
辉苑的哈先生就是信用创建的受
益者。已退休的哈先生和他朋友
合伙开了一家茶园，随着天气逐
渐变暖，他们开始变得忙碌起来，
但让他犯愁的是，想扩大规模却
又资金不足。在了解到哈先生的

情况后，大通农商银行的信贷员
及时上门，现场收集资料，将哈先
生评定为文明信用户，在没有任
何担保抵押物的情况下，为其授
信15万元，仅仅过了一周，哈先生
的贷款资金到账，不仅满足了他
茶园扩大经营的资金需求，还将
农商银行纯信用贷款的“惠民”举
措带到了他的身边，茶园的生意
越来越红火。

下一步，西宁市将持续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主
题教育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围绕“发挥财政金
融撬动作用，健全政府性担保体
系，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把更多
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重要领域和
薄弱环节，全面提升普惠金融服
务能力和水平”的目标，加强与财
政、农牧、乡村振兴及金融监管部
门、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深入推
进乡村振兴普惠贷、金穗服务惠
万家、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工程，
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需求，
为西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现代化
新青海建设中走在前作表率提供
有力金融支撑。

以金融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以金融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仅新建了一处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的为农服务
中心，当年也有了400余万元的销售收入。

自2015年起，依托“金穗服务惠万家”产品，
我市陆续在大通、湟中、湟源增资，新设了三家政
府性担保公司，扩大融资担保规模，降低担保费
率，为广大农牧民和其他农村经济组织提供外部
融资增信，有效解决“三农”、小微融资难题。截
至9月末，全市共有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6家，当
年新增担保金额 4.7 亿元，在保责任余额 8.33 亿
元。

经过连续5年“金穗服务惠万家”政策性担保
贷款的支持，合作社陆续购置农机具60余台。生
产效率高起来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提起来了，
以前的撂荒耕地也重新“活”过来了。在“合作
社+农户+市场”的产业经营模式下，“土蛋蛋”变
成了助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金疙瘩”。

乘着湟中担保公司送来的金融“东风”，苏生
福及周边的农户省下了许多钱，不仅资金需求得
到了解决，老百姓的钱袋子也一天比一天鼓。“我
们没有了后顾之忧，马铃薯产业也能得到更好的
发展。相信合作社会越来越好，咱们农民的日子
也会越过越红火。”苏生福望着门前的庄稼地，充
满了期待。

深秋时节的大通、湟中、湟源，满眼尽是沃野田地广阔辽袤，果实累累挂
满枝头，乡间道路四通八达，村落民居错落有致……一幅幅生态宜居、产业振
兴的乡村“丰”景定格于此。

大好“丰”景，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滴灌。这是西宁市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取
得的成效，在这成效背后，金融的强力支撑为乡村振兴画卷添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

近年来，西宁市高度重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建立由市金融办牵头，
市财政、农牧、乡村振兴等部门密切配合的机制，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把
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效
抓手，以申建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契机，建机制、强保障、重服务，鼓
励金融机构向特色农业、循环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信贷支持，
确保涉农金融投入稳定增长。截至9月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1200.41亿
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0.39%。

强化融资担保服务

赋能产业新路子赋能产业新路子

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基”

扶持产业发展壮大扶持产业发展壮大

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普惠贷”

助力新型农业发展助力新型农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