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农信根据各地区特色
产业的发展需求，综合施
策，以大量优惠政策吸引
了大批返乡农民工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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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贵州省每年有数十万农民

工选择回乡发展、本土创业、就

地就业，并且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贵州顺应趋势在助力农民工返乡创业过

程中综合施策，把金融活水引到贫困地

区，贵州农信积极创新产品、提升服

务，充分发挥其杠杆力量，为农民工返

乡创业搭桥铺路，全方位支持农民工回

乡发展。

截至2018年底，全省农信社共支

持返乡农民工创业1 7 . 9 3万户，金额

2975670万元；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成

立以来，共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69.54

万户，金额5570497万元。

养殖业有力帮助农户脱贫

近年来，贵州农信社一直秉承支农

支小的市场定位，加大对农民工创业就

业的支持力度，并在春节期间开展返乡

农民工建档、评级、授信工作，在合规

前提下尽量简化贷款手续，不断提升农

民工创业就业信贷服务获得感。

李顺江是毕节市田坎乡白沙河村元

丫组人，听说返乡创业的政策好，回乡

后想发展养鸡。2014年，他从毕节农

商银行贷款50万元，购买了大批鸡苗和

设备，扩大了养殖规模，养殖的土鸡远

销广东、深圳和周边的成都、重庆等城

市。当年李顺江销售额就达500万元，

如今他已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贵州农信：
助力返乡创业 加速乡村振兴

 汪奉／文    

在贵州，与李顺江一样通过回乡创

业实现脱贫致富的农民工不在少数。

潘庆县是关岭县大水村人，在外打工十

多年后回到家乡，正值关岭县提出发展

“关岭牛”三年产业扶贫计划，鼓励各

村、各养殖大户扩大“关岭牛”养殖。

潘庆县把握机遇，决定投入到规模化养

牛创业中来。“农商行前后支持了64

万元，解决了扩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修

了能容纳100多头牛的圈舍，资金投入

也越来越大，养殖场的价值达100余万

元。”潘庆县说。

几年前回家过年看到家乡支持返乡

农民工创业贷款的宣传横幅，凯里市舟

溪镇曼洞村村民龙登红也抓住机遇回家

搞养殖，向当地农商行贷款了30万元

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与好友龙荣挺合

力创办了长岭岗养殖场，解了创业初期

的燃眉之急。“作为一个返乡农民，一

开始没什么财产，要想获得贷款很不容

易，凯里农商银行服务‘三农’，让没

有抵押的农民也能凭信用获得资金干事

业。”龙登红说。

加工制造业致富效果明显

据了解，贵州省农信社根据各地区

特色产业的发展需求，综合施策，以

“贷款贴息、奖补扶持、金融夜校、创

业培训”等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返乡农

民工创业，不仅在种养殖业方面给予扶

持，还在手工业、加工工业方面给予扶

持，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安顺市西秀区潘军先后在浙江、广

州务工十余年，凭着在外多年的经验，

潘军看准了家乡发展的机会，返乡创办

山泉饮用水厂。一开始，潘军拿出自己

打工攒下的钱和向亲朋筹措的资金，但

缺口仍然很大。安顺农商银行在了解潘

军的情况后，给予小额农户贷款5万元

支持，支持饮用水厂正式投产，2014至

2017年，安顺农商银行又陆续给予潘军

饮水厂贷款支持，截至2017年7月，安

顺农商银行累计发放贷款370万元，强

有力支持了水厂发展。

“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施秉县杨柳塘镇长田村返乡农民工

吴光成在回家探亲的过程中发现在苗族

地区斗牛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

而施秉县更是有深厚的斗牛文化底蕴。

于是他看准了这个斗牛文化，在农信社

的帮助下成立了施秉县宏泰斗牛文化开

发有限公司。2016年8月，举办了第一

届“宏泰杯”牛王争霸赛，来自广西、

云南和当地的100多头牛参赛，吸引游

客1.8万人次，实现纯收入37万元。不

仅实现了脱贫致富，还为弘扬传统民族

文化做出了贡献。

贵州石阡妇女李鑫常年在县城打零

工，后来在去办丧事的老乡家帮忙中，

发现办丧事需要很多花圈、扎花、花篮

等，李鑫想到自己小时候学过扎花，便

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在农信社的帮助下

获得了8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后来李

鑫又召集了几个同村外出打工妇女，与

她一起做花圈。2年时间不到，她就把8

万元的本金归还了，生意也慢慢走上正

轨。李鑫抓住了这一民俗，并在创业中

带动了妇女在家就业，有效解决了本村

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的问题。

资金问题是很多返乡创业人员最关

注的问题。有些地方融资难问题依然存

在；同时，一些农村的创业人员信用相

对较低、担保相对较难，还有抵押物不

充足、基层融资渠道不是太多等，都使

得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

记、主任蔡湘介绍，下一步农信社要在

解决这一问题中充分发挥作用，“第

一，要落实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适

当提高对于返乡创业人员贷款不良率容

忍度，一事一议，并将返乡创业人员纳

入农村金融、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重点

支持范围；第二，健全信用机制；第

三，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开展农村承

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

款试点，探索进一步拓宽农村有效抵

押物范围，解决返乡创业人员贷款难

题。”

>> 作者汪奉系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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