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知识进万家掠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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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一大早，大竹县清水镇拱
桥坝村的“核桃大王”邓林萍便一连跑了
四个地方——林萍核桃种植基地、林萍
核桃育苗基地、笨鸡养殖基地、千头生态
有机猪养殖基地。从特色种植到特色养
殖，邓林萍趟出了一条生态循环农业发
展之路。“是大竹县信用联社帮我圆了创
业梦。” 谈及自己的创业经历，邓林萍
总是以感激的口吻重复着这句话。

暂时将时光拨回到2008年。当时，
拱桥坝村还是大竹县十个特困村之一，
农户增收渠道单一，村民生活十分困难。
邓林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凭着多年在
北京、上海打拼的经历，经过反复考察、
试验论证，他决定利用现有荒山荒坡，通
过种植核桃带领乡亲们走上脱贫致富之
路。

然而启动资金不足的现实，却如同
一盆冷水泼在了邓林萍头上。怎么办？正
当邓林萍束手无策之时，清水信用社客

户经理已事先得到消息，便
主动找上门来了解详细情
况，同时，收齐信贷资料，建
议他尝试创办一个专业合
作社。同年10月，邓林萍在
顺利拿到5万元的农户小
额信用贷款后，注册成立了
大竹县林萍核桃农民专业

合作社，参社会员数达120多户。之后，
又通过社员贷款、农户信用贷款等方式，
在清水信用社陆续贷款金额超过30万
元。有了资金作保障，邓林萍与村社签订
了3000亩荒山荒坡承包协议，从陕西引
进薄皮核桃，于当年11月首期栽种了
2000亩。

为把核桃产业做大做强，针对核桃
投资大、见效慢的特点，邓林萍决定采取

“以短养长”办法，通过建设笨鸡养殖基
地、千头生态有机猪养殖基地等见效快
的项目，有效化解核桃苗成长期间的资
金压力，确保合作社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但资金不足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于是
他再一次找到信用社，该社主任经过思
考后说：“贷，帮忙帮到底，帮你走循环经
济的路子！”如此一来，大竹县信用联社
又与邓林萍紧紧“抱”在了一起。很快，
400万元贷款批了下来，有了这笔钱，笨
鸡和有机猪养殖基地陆续建立起来。

在大竹县信用联社的帮助下，林萍
核桃合作社的循环产业已初具规模：生
猪粪便实行零排放、零污染，作为天然有
机肥料用于核桃基地；笨鸡投放在核桃
基地散养，既减少核桃虫害又能帮助锄
草，鸡粪也可以作为核桃树的有机肥料。
今年，合作社又在这片地里种下了辣椒、
番茄、南瓜等蔬菜，“现在，这些蔬菜到了
收获季节，已陆续上市，效益很好。”

经过7载的风雨拼搏，当初的一片
片荒山，如今已绿树成荫，变成了价值不
菲的核桃林。合作社从原来的单一核桃
种植，发展为集生态笨鸡养殖、放养野香
猪养殖、蜂蜜养殖、生态南瓜、核桃深加
工等于一体的多元化森林食品产业基地
和生态农林业观光基地。目前，林萍核桃
种植专业合作社已被确定为省级示范农
民专业合作社，拥有6个种植基地、3个
育苗基地，参社会员6000余户，总面积
达5万余亩，实现年利润200万元，带动
会员年增收1万元以上。

在合作社逐步走上正轨之时，邓林
萍又有了新打算，准备依托核桃产业及
拱桥坝村水库发展旅游业，以核桃、笨
鸡、生猪为带动，合作社下设的巴山绿源
休闲山庄等也相继建设。为继续坚守邓
林萍的循环经济梦，大竹县信用联社与
林萍核桃农民专业合作社结成“对子”，

形成了“专业组织+基地+成员+信用社”
的发展模式。当合作社资金紧缺时，邓林
萍再也不用四处想法筹措了，信用社在
第一时间即可就近满足。

近年来，大竹县信用联社着力发挥
该社在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
用，大力支持大竹县优势产业、特色农业
等绿色农业项目，认真践行节约、环保、
可持续发展等绿色信贷理念，助力循环
经济发展，实现了信用联社、专合社及农
户三方共赢。大竹林萍核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就是该社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个
成功案例。

经济兴则金融兴，金融活则经济活。
近年来，大竹县信用联社在县委、县政府
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绿色大竹”建设，为
大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出了积极贡
献。截至今年8月末，大竹县信用联社各
项存款余额达95.8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达 56.20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达
45.70亿元，占比达81.31%。

（张婵 本报记者 漆慧霞 徐冬）

作为地方经济主力军，近年来，渠县信用联社紧紧围
绕扶持“三农”的服务宗旨，坚持“服务三农、面向社区、服
务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充分运用自身“灵活、方便、快
捷”的独特优势，优化金融服务，创新信贷品种，致力扶贫
开发，有力促进了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了农民增收、联
社增效的“双赢”局面。

勇于担责 建设普惠金融“主渠道”

“现在好了，不用多跑路了，节省了车费和时间，这是
党的政策好呀！”渠县万寿乡村民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们
多年的心声。

以前，该乡没有金融机构，到外乡镇最近的银行网点
也有20多公里路程。由于交通不便，简单的存钱取钱成为
摆在该乡村民面前的难题。为了让现代金融服务的雨露甘
霖惠及更多群众，渠县信用联社在此增设了助农取款点和
离行式自助银行，使得当地群众能够随时办理业务。此后，
该乡群众再也不用舟车劳顿赶往外乡办理业务了，这不仅
大大节约了村民的开支，同时也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空
白。

村民苗大爷在该乡的“农惠通”助农取款终端上查询
粮食直补情况时,激动万分地说：“渠县信用联社真的是在
为我们办好事呀，以前想知道粮食直补发了没，要往板桥
镇跑。现在有了这个自助服务终端，不出村就能查到，还可
以直接提取现金，太方便了！”

渠县辖内共492个行政村，自2011年四川农信“惠农
兴村”工程启动以来，渠县信用联社在这492个行政村布
放EPOS机530台，开办助农取款点509个，在全县15个
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布设自助银行设备22台，解决了部分
群众日常生活中基础金融服务缺位的问题，真正做到了打
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与此同时，渠县信用联社还以渠县打造“全国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契机，在全县建立35个“电子商
务进农村项目综合示范点”，为“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
城”提供支付结算、融资理财等配套服务，使金融服务真正
惠及百姓，惠及农民。

产业扶贫 巩固地方银行“主阵地”

农民要致富，产业是支柱。金融扶贫，信贷支持无疑是
重要的“助推器”，对此，作为支农主力军的渠县信用联社
义不容辞。该社紧跟县域经济发展变化，创新融资方式和
服务模式，带动农村繁荣、农业发展、农户增收。

走进渠县贵福镇寺垭村，“荷叶连天碧，鱼跃莲池间”
的美丽景象让人沉醉。“我们的水产品纯天然、无污染，口
感好，在县城供不应求……”看着鱼池里畅游的黄辣丁、桂
鱼、鲈鱼，四川杰派农业开发公司老总陈海升笑得合不拢
嘴，如数家珍般谈起致富经。“我下海经商多年，开过家具公司，办过企
业，但收获不是很大。去年，听说渠县信用联社针对返乡创业人员不仅
提供资金支持，还能帮助联系上下游市场，我便放弃了在外打拼的念
头，回家承包土地，成立公司，在当地信用社申请贷款，搞起了水产养
殖。”据了解，“信用社+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不仅让这家“农字
号”企业获得了400万元信贷支持，更让依托该公司的37户莲藕种植
户、养鱼专业户、果木种植户走上了小康之路，既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
组织化程度，又解决了当地农民“在家门口增收”的问题。

“精准扶贫”已成为时代的鲜明主题，对此，渠县信用联社积极探
索帮扶路径，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
式，投入信贷资金270万元支持渠县金昌农业公司发展，该公司蔬菜、
果木、粮食、中药材、食用菌等五大生产基地惠及周边广大农户；“商户
联保贷款”的推出，大大缓解了渠县长德商贸城千余户入住商家的资
金需求,也推动了这个川东地区综合商品交易集散市场的繁荣与发
展；抵押+信用贷款、“蜀信�税金贷”等便利信贷产品的推出，让渠县通
济油脂、四川宕府王食品公司等农业龙头企业再度焕发了青春……扎
根沃土，富民强社，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情系群众 定点精准帮扶“主力军”

2014年以来，渠县信用联社采取“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
方式，开展了对渠县鲜渡镇金花村的定点帮扶工作。

金花村是渠县130个贫困村之一，经济落后，地势险要陡峭，村道
年久失修，村组之间往来十分不便。了解这一情况后，渠县信用联社深
入实地进行调研，通过与地方党政、当地农户共同协商，决定帮扶5万
元，用于村道新建，以切实解决出行难问题。“要致富，先修路”，这条村
道的兴建，不仅仅为该村通往外界带来便利，同时也成为金花村村民
的“致富路”。

渠县信用联社通过党员帮扶、驻村帮扶、对接帮扶等方式开展“精
准扶贫”活动，由联社“一把手”牵头，信用社驻村干部根据帮扶村精准
贫困户名册，每到一户填写一份问卷，建一户档、立一张卡，充分掌握
贫困户的各类信息，抓住影响发展和家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
和关键问题，一户一策开展帮扶。对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无正常劳动
力的低保户进行慰问，及时掌握其生活状况，通过各种方式给予不同
程度的经济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今年以来，渠县联社对对口帮扶村
的困难农户、孤寡老人展开慰问帮扶，组织青年员工在当地敬老院开
展志愿服务，向结对帮扶的26户困难农户送去化肥等生产物资，向帮
扶村捐款捐物累计折合人民币7万余元。

此外，渠县信用联社积极支持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累计发放了
县域90%以上的农业贷款，95%以上的农户贷款，全县100%的生源地
助学贷款。作为一家根植农村、遍布城乡、服务“三农”、造福民生的金
融机构，渠县信用联社正加速奔跑、优化服务、更好履职，谱写新的发
展篇章！ （李红崎 曾硕 本报记者 漆慧霞 徐冬）

本报讯 近日，由达州农商银行西区支行、通川支行
联合承办的“金融知识进万家”校园文化沙龙在四川文理
学院隆重开课。当日，在校学生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据悉，此次文化沙龙是西区支行“金融知识进万家”
系列宣传活动内容之一，旨在提升广大青年学生对金融
风险、金融政策的认知程度。活动现场共设置展板4块、
发放宣传折页500余份，两名员工详细讲解了个人信用
和反假币知识，使在场学生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和掌握了
相关金融知识。学生们纷纷表示，将会把自己学到的金
融知识传播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共同承担起维护
金融稳定的责任。

（张映波 杨娟 本报记者 漆慧霞 徐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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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白天要上班，下班后
银行已经关门了，可是孩子在成
都上大学，每次给他打生活费都
很不方便，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
方法可以解决？”近日，达州农商
银行达川支行相关人员来到达
城南外一新国际社区和仁和�锦
绣城两个施工工地，为农民工现
场讲解金融知识，在一新国际社
区务工的王先生正为存钱的事
情而苦恼，便迫不及待地询问
道。

“您别急，我们达州农商银
行在工地附近的一品南庭小区
门口设立了一座自助银亭，您可
以就近到自助银亭存取款一体
机上进行转款”活动现场，宣传
人员耐心解答着每位工友提出
的疑问，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

在施工现场，达川支行宣传
人员给工友们发放了“金融知识
进万家——了解您身边的自助
设备”、“金融知识进万家——电
子银行小贴士”等宣传资料，并

现场普及银行卡、银行理财、自
助银行、电子银行、短信微信诈
骗、打击非法集资等方面的金融
知识。此外，宣传人员还给劳作
在一线的工友们送去了矿泉水
和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品。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230份，接受咨询20

余人次。接下来，达川支行将继
续以“便民惠民”为宗旨，不断加
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内容，拓
宽宣传渠道，真正将金融知识普
及到千家万户。

（欧勇 黎贞 本报记者
漆慧霞 徐冬）

让农民工兄弟收获金融知识
——达州农商银行达川支行“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月“工地送凉”集中宣传走笔

达州农商银行举办文化沙龙

大竹联社支持的多元化森林食品产业基地和生态农林业观光基地

硕果累累

帮扶捐赠现场

走进工地宣传金融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