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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蝶）记者日前从四川省地
方金融管理局获悉，省委金融办以全国首个
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加强
试点地区指导力度，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水平，助力农业强省建设。

着力发挥眉山市全省唯一全域试点引领
作用，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农村承包土地
经营权抵押 +项目贷款”“天府粮仓贷”“良田
贷”等信贷产品，示范带动提升全省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水平。

让农村土地“活起来”。聚焦“创新乡村振
兴投融资机制”要求，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高
标准农田建设信贷支持，助力打造新时代更
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眉
山市分行围绕优质水稻产地永丰村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规划及资金需求，以高标准农田建
成后的转租溢价收入作为还款来源，通过当
地国有公司提供全额担保，利用“农村土地流
转和土地规模经营贷款”为项目提供期限 20
年、总额 3.5亿元的信贷支持。全年新建高标
准农田 10万亩、改造提升 11.8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速提效。

让财金政策“动起来”。聚焦“强化财政
金融协同联动”要求，推动农村中小金融机
构坚守支农支小定位，打好财政金融“组合
拳”，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推动解决企业融资
难题。眉山农村商业银行运用人民银行支农
再贷款资金，采取“信用 + 土地流转经营权
抵押”的方式，通过“助农振兴贷”财金互动

信贷产品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为期
3 年、年化利率 4.35%的优惠贷款 1000 万
元。通过“再担·兴眉贷”融资担保贷款风险
资金、应急转贷资金和贷款风险补偿金等，
带动涉农贷款同比增长 22.32%，高于全省
涉农贷款增速 4.36 个百分点，财金互动效
应进一步显现。

让特色产业“火起来”。聚焦“提升乡村
产业发展水平”要求，推动金融机构立足本
地资源禀赋创新信贷产品，先后推出“柑橘
贷”“水产贷”“竹乡贷”等特色信贷产品，积
极扶持“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巨型稻蛙
立体种养”“稻药轮作”等新型种植模式。中
国农业银行眉山分行依靠“AI 智能点数”技
术和数字监管平台，通过“牛脸识别智慧畜
牧贷”，发放全市首笔活体奶牛质押贷款，让
“活体牛”变成“资产牛”。全市 7 户企业入
选全省农产品加工助推乡村振兴第一批重
点企业，“东坡泡菜”“丹棱桔橙”分别荣登
2023 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特色产业步入
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此外，积极发挥荣县先行先试作用，聚焦
网络、产品、资金三个方面创新突破，打好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三张牌”。

打好金融“服务牌”，织密乡村金融服务
网络。持续开展“走千访万”工程，推动金融机
构下沉服务重心，加快补齐农村金融基础服
务短板，县域内新增投放各类金融服务机具
1.6万余台，荣县乡村振兴局、县残联和 17个

乡镇政府、32个村委会上线“智慧乡村”网络
平台，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通过
“一村一座谈”等进村入户方式宣讲金融政
策，提升群众信用意识，以评级授信为突破
口，优化农村信贷环境。截至 2023年末，全县
农户资料收集涉及 196个村、11万户，评议信
用村 102个，授信农户 5.03万户，涉及资金
24.5亿元。

打好产品“创新牌”，精准对接涉农信贷
需求。引导金融机构依托地方特色资源，创
新推出“惠农贷”“林权抵押贷”“码上贷”
“乡村振兴贷”“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等 22
种信贷产品，积极支持“荣县油茶”“荣州椪
柑”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建设。截至 2023
年末，全县涉农贷款余额 150.24 亿元，同比
增长 12.88%，其中涉农创新产品信贷余额
9.15 亿元，同比增长 40.77%，推动荣县绿
茶、柑橘等远销海外。

打好财金“互动牌”，助力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充分发挥政府资金撬动作用，设立“乡
村振兴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基金”，合作银行
按照基金数额放大 10 倍发放贷款，单笔最
高额度 1000 万元，其中 300 万元以内为纯
信用贷款。通过财政贴息后，贷款年利率低
至 2%左右，有效缓解村集体经济组织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2023 年 7 月以来，该基金
已为“农旅融合示范”“大头菜加工厂”“红
薯粉条厂”等村集体经济项目发放贷款，助
力实现产值 1500余万元。

□余长林鄢怀林本报记者魏彪

近日，在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
骑马乡里坪村，挖掘机舞动钢铁手
臂，把土地翻新，整理成适合耕种的
良田。着眼于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
提升，青川县纪委监委将耕地保护
作为政治监督重要内容，与县委巡
察办、职能部门和属地乡镇紧密联
系，充分运用“纪巡联动 + 室组地联
动”监督优势开展专项监督整治，遏
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
化”。

青川县纪委监委畅通线上线下
渠道，围绕耕地建设保护的“保数量、
提质量、管用途、挖潜力”，及时发现
问题线索，对不作为乱作为问题进行

严厉打击；通过耕地保护“日调度、周
通报、月点评”，现场核实问题线索 15
条，党纪政务处分 8 人，督改恢复耕
地 7800余亩。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
覆盖、责任到人”的原则，青川县还建
立了四级协同的田长制，定期召开专
题调度联席会议。“我们把问题整改
与建章立制相结合，推动形成常态
化、规范化的耕地保护机制。”青川县
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罗
超说，“我们将继续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把田长制落实情况作为日常监
督、巡察重点内容，共同维护良好的
土地管理秩序。”

“大家辛苦了，我们加把油，争
取早点把这一片的幼苗栽完。”日
前，记者走进了位于四川省广安市
邻水县观音桥镇的邻水县脐橙现代
农业示范区建设项目现场，打坑、栽
植、施肥……村民们分散各处，正在
进行优质脐橙幼苗栽植作业。

记者了解到，邻水县脐橙现代
农业示范区建设项目总规模 10000
亩，涉及观音桥镇、石滓镇、丰禾镇
三个镇，致力于将老旧脐橙园区打
造成为集智能化、机械化、省力化于
一体的全过程机械化高标准示范
区，同时，还探索“四季优橙”的发展
模式，形成可推广复制的经验，发挥
产业集聚优势，让邻水脐橙一年四
季都有产出。
“在 1 月底全面完成土地调型

工作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幼苗栽植
工作，估计在三月中旬能全面完成
栽植。”邻水县脐橙现代农业示范区
建设项目负责人毛一行告诉记者，
该项目是邻水县打造的推动邻水脐
橙产业提质增效的示范园区，栽植

品种以纽荷尔为主。
优质脐橙苗的栽植只是邻水县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有进工作态势，
确保全县农业经济实现“开门红”的
一个切面。

一年之计在于春，做好春耕备
耕、春季田管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
中之重。近段时间以来，邻水县着力
下好“先手棋”，确保化肥、农机等农
资保障，统筹各镇积极开展好春耕
备耕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
“今天降温了，手有点冷，大家

收菜的时候注意不要砍到手了。”眼
下又到了榨菜收获的季节，连日来，
在邻水县石滓镇四季优橙项目大步
口果园里，数十名村民正在果园里
忙着采收成熟的榨菜。

采收好的榨菜通过三轮车转运
到果园边的集中堆放处，由铲车装
上大货车后，将及时发给客户。
“我们这一季共套种了 600 亩

榨菜，产量还不错，预计有 200多
吨，目前正在组织村民抓紧采收。销

售方面也不错，现在已经销售了
100多吨榨菜，预计还有一个礼拜
可以全部卖完。”四季优橙项目大步
口果园现场管理人员包永超介绍
说。

产量高，销售好，高兴的不仅仅
是业主，还有在果园务工的村民。
“果园建起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务
工，工资每天都能够到位，也不拖欠
我们一分钱，我们大家都很满意。”
石滓镇大步口村村民冯永碧一边处
理手里的榨菜一边高兴地说。

邻水县四季优橙项目自启动以
来，该项目负责单位邻水现代农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抓好项目本身
建设发展的同时，充分利用果园内
的闲置土地，积极发展具有短期效
益的旱稻、蔬菜等产业，并在经营中
不断评比出效益更高的套种品种，
全力推动果园增产增收，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劲动力。
“我公司在果园幼林期积极发

展蔬菜产业，通过推行‘果 +菜’种
植模式，实现复合种植，增产增收。”

邻水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产
业发展部经理王浩怡表示，下一步，
果园将会引进蜂群，在脐橙树进入
开花授粉期的时候进行采蜜，进一
步延伸脐橙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
加值。

记者了解到，2024年，邻水县
大春粮食作物计划播种面积 103.1
万亩。截至目前，各类物资储备能满
足全县大春生产所需，全县已完成
犁田 40%左右。

此外，该县还督促农机使用主
体做好农机日常维护，确保农机正
常使用；积极开展春耕生产“打假护
农行动”，对 11家农资经销代理商、
156家农资经营门店开展春季农资
市场专项打假执法行动，让广大农
户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

同时，组织农技、植保、土肥等
专家成立技术服务小组，深入各田
间地块开展小春作物田间管理及病
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培训，广泛宣传
惠农政策，助力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一个个生产现场、一项项稳产

措施，皆是邻水县为大春生产打好
基础、实现农业经济“开门红”的具
体表现。

2024 年，该县预计一季度全县
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100 元，增速 7.5%；一产业增加值
8.9亿元，增速 3.4%。

邻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杜刚
表示，接下来，将从农业生产、生猪
生产、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农业增
收等方面入手，持续抓好小春田间

管理，做好春耕备耕工作，落实生猪
生产扶持政策，围绕“两片三带五环
线”乡村振兴规划布局，持续推动邻
水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丰禾高礅
河蔬菜现代农业园区等园区建设，
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高标准
农田建设、“四季优橙”基地建设等
重大项目建设，紧盯产业和就业“两
个关键”，持续提升农民工资性收
入，为全年农业经济向好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赵蝶）记者近日从
四川省雅安市财政局获悉，雅安市财
政局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部
门协调、加大财政投入、加强监督检
查，多措并举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服
务，有效发挥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功
能，助力保障粮食安全生产。

加强部门协调，形成保障合力。
加强与农业农村、林业、金融监管部
门和承保机构沟通协调，逐级压实责
任，推动农业保险惠农政策落地落
实。2023年，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签
单保费 7043 万元，较 2022 年增长
8.5%；三大粮食作物投保面积覆盖面
达 88.7%，较 2022年增长 1.7%。

加大财政投入，增强保障能力。

2023年，全市统筹安排政策性农业保
险补贴资金 5598 万元，较 2022年增
长 8.3%，占签单保费的 79.5%，为农户
提供风险保障 60.6亿元，降低农业生
产经营风险，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提
供有力保障。

加强监督检查，提升保障效力。
会同相关部门对申请保费补贴的保
单及公示情况开展专项现场核查，
同步检查农业保险经营合规性、农
业保险承保面积、理赔资金兑付情
况等，充分发挥农业保险风险补偿
作用，有效应对农业生产风险。2023
年，全市兑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
款 6164 万元，惠及受灾承保户 5.3
万户次。

□肖智方吴乾超本报记者沈仁平 文 /图

广安市邻水县：
拉弓上弦 奋力实现农业经济一季度“开门红”

金融活水“贷”动乡村振兴
四川抓好全国首个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建设

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
的优耕农场内，大棚蔬菜育苗工作正处于繁忙之中。走进育苗大
棚里，只见一排排生机盎然的番茄苗、苦瓜苗、南瓜苗、辣椒苗绽
绿吐翠，排列整齐，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嫁接种
苗、疏苗、移苗、浇水、搬运以及装箱发货等。

嫁接过程中，工人们将南瓜砧木削去生长点，用刀片从砧木
的叶子中间向下划深 1cm的切口，再把苦瓜接穗削成双面楔形
插入砧木切口，随后用嫁接夹固定，整个嫁接过程快速、流畅。据
介绍，嫁接育苗能预防病虫害，增加抗逆性，根系发达，长势强、
成活率高，能延长蔬菜生长的采收期，增加产量。

成都优耕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蔬菜苗的培
育需要精心养护，要严格把控棚内的温度、湿度；勤浇水、多通
风、细观察；及时施肥、喷药，才能确保它较高的成活率。目前棚
内主要培育辣椒、苦瓜、番茄、茄子、南瓜等种苗及嫁接苗，年生
产蔬菜苗在 100万株以上。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订单式育
苗，目前所看到的都是订单种苗，几乎都是嫁接苗。蔬菜苗从播
种育苗到移栽下地，需要 3个月左右的时间。期间的嫁接，需要
请熟练工人操作，刚开始的嫁接成功率只有七成多，现在可以达
到九成多。”

苗好七分收，一批种苗关乎着一季菜。优耕育苗中心因培育
出来的种苗质量好、产量高，深受当地、周边农户及成都、绵阳周
边的种植大户青睐，订单逐年增长，实现了育苗产业订单化、规
模化的发展。同时，优耕育苗中心将继续“选好种、育好苗”，引领
农民增收，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陈丽文 /图

成都新繁：
新春育苗忙

雅安：

农业保险为农业发展
穿上“保护甲”

广元市青川县：
用好督察“利剑”夯实粮食“耕”基

连日来，随着气温的回升，贵州
省黄平县通过党建引领，组建了一支
由党员干部、农机技术人员和农机修
配点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农机“土专
家”队伍，深入春耕生产一线，现场培
训推广适合不同农作物、不同区域、
不同规模的机械化劳作模式，推广种
子处理、集中育秧、绿色防控等环节
的机械化集成配套技术，推广钵苗移
栽机、毯苗插秧机等先进适用的农机
具。
“我家的这台旋耕机出现故障，

一个电话，农机修配点的技术人员就
来到家里，帮我解决了问题。”黄平县
旧州镇大碾房村的农机手田大哥兴
奋地说。时下，走进黄平县的乡间田

野，一支支农机“轻骑兵”便民服务小
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一个
个农机服务技术员手把手指导农机
手安全作业、逐村逐户为各类农机具
“把脉问诊”。一台台经过精心检修调
试的农机或整装待发，或在田间往来
作业，处处呈现出一派农机服务助力
春耕生产的繁忙景象。

据悉，黄平县以“强保障、送服
务、抓推广、保安全”为重心，抽调全
县农机骨干专业技术人员，分赴 11
个乡镇，与所辖农机修配点的“土专
家”一道，组建农机“轻骑兵”队伍，深
入村（农机合作社）、集市和春耕生产
一线，确保农机具以良好的技术状态
投入春耕生产。 潘江平

贵州黄平县：
农机“土专家”春耕助力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