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培训促提高

互助资金项目的实施，有力地助

推农民增收，实现了由“输血”到“造

血”的功能转化，探索出一条底层突

破、扶贫开发的新模式，收到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助推了农民增收。项目的实施，

为群众发展种植、养殖等产业提供了

启动资金，搭建了增收致富平台。据

统计，互助资金项目强力推动贫困地

区形成了畜牧养殖、小杂果、蔬菜、食

用 菌 等 主 导 产 业 ，助 推 困 难 群 众 增

收。比如，常村镇西刘庄村在建立互

助社前羊存栏不到 300 只，现在羊存

栏已达 3000 多只，社员杨太平利用互

助资金发展木材加工业，带动 15 户

脱贫户在木材加工厂务工，充分发

挥了企业带贫作用；辛店镇中邢村

饲养产蛋鸡 7000 余只，年收益 10 万

余元；夏李乡坟沟村、油坊头村分别

建成了千亩林果基地，许岭村社员

李建伟利用互助资金发展养殖业，

养羊 400 多只，同时带动本村 39 户

农户发展养殖业，增加了农民收入；

保安镇东官庄村、杨令庄村建成了

百亩黄金梨产业扶贫基地和无公害

蔬菜基地等，助推叶县脱贫攻坚工

作顺利开展。

密 切 了 干 群 关 系 。 通 过 互 助

资金项目的实施，资金互助社理事会

成员在群众中 树 立 了 威 信 ，兼 任 理

事会成员的村干部通过项目平台拉

近了与群众的感情。成立资金互助

社 的 村 ，绝 大 部 分 村 的 党 组 织 书 记

当 选 为 理 事 会 理 事 长 ，不 是 村 干 部

的理事会成员在后来的村“两委”换

届中被选为村“两委”干部，且基本都

能连选连任。

树立了诚信意识。通过定时借

款，按时还款，“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成 为 共 识 ，村 民 的 诚 信 意 识 逐 步 加

深。原来信誉差的赖账户通过联保小

组和邻居的监督也转化成了诚信户。

国务院扶贫办曾先后两次在叶县召开互助

资金现场观摩会，互助资金项目被国务院扶贫

办称作“叶县模式”在全国推广。他们这样高度

评价“叶县模式”：叶县利用互助资金项目支持

贫困村成立资金互助社，吸纳农户尤其是贫困

户入社，向社员提供生产性贷款，解决农村贫困

人口生产资金短缺难题，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

率和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开辟了农村金融扶贫

新模式。

省委政研室、市委政研室、中央电视台、人

民日报、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和平顶山日报等

多家单位和媒体对叶县互助资金项目进行了调

研和报道。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文/图）

自我管理的“银行”乡村振兴的“抓手”

7 月 11 日上午，叶县常村镇西刘庄村村民刘军召因扩大香菇种植规模，手头资金有些短缺，

向村里的资金互助社提出借款申请，当天就借到 1 万元。“借借还还，刘军召从互助社借款已不下

十次了。”该村资金互助社理事长赵红涛说。

2006 年，该村在叶县首批成立资金互助社，刘军召是首批借款的农户之一。目前，他的香菇

种植规模从当初的几个棚增加到几十个棚，还种了 50 多亩的油桃，走上了多种经营的道路，不但

实现了脱贫致富，而且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截至 2021 年底，叶县村级资金互助社财政注资累计 4458 万元，公积金收益累计 587.34 万

元，社员累计达 1.2 万人，借款户数共计 83992 户次，累计放款金额 3.61 亿元。经过 16 年的发展，

叶县互助资金项目的实施为低收入群众发展种植、养殖等产业提供了启动资金，搭建了很好的

增收致富平台，推动低收入地区形成了畜牧养殖、小杂果、蔬菜、食用菌等主导产业，助推低收入

群众增收。

“资金互助社成了乡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良性运转的‘小银行’，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奠定

了基础，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稳固靠山。”叶县县委书记徐延杰说。

最近，国家乡村振兴局考核评估

司司长杨炼询问叶县村级资金互助

社目前的运行情况。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原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汪三贵，当时担任国务院扶贫办互助

资金试点项目专家组组长，曾多次带

领专家组到叶县指导。在收到叶县

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运行 16 年的情

况报告后，汪三贵说：“能运行这么长

时间，真是不错，应该找机会再去叶

县看看。”

叶县原是省级贫困县，2006年被

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确定为全国两

个互助资金项目试点县之一。由于没

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时任国务院扶贫

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处长的杨炼及专

家组到叶县开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

叶县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互助

资金项目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主

要领导经常入村调研、现场办公，及

时协调解决互助资金项目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同时，县、乡均

设立互助资金项目办公室，县财政、

县民政、人民银行、农商行等部门协

调联动，安排专职人员全程参与互助

资金项目，有力保障了互助资金项目

顺利实施。

目前，资金互助社已覆盖到全县

161 个行政村。运行 16 年来，为确保

从农户申请入社到资金互助社正式

放款、公示等整个过程无疏漏、无偏

差，叶县着重把好资金互助社组建中

的 6道工作程序，始终坚持严密的组

织管理模式：一是要求有规范的入社

手续，包括填写入社申请表、互助金

收缴、开具 3联单收据等内容。二是

坚 持 理 事 会 成 员 在 社 员 中 海 选 产

生。三是组建 5-7户联保小组，小组

成员之间签订联保协议。四是统一

在县民政局注册，每个村在本乡（镇）

信用社设立一个专门账户。五是严

格放款、收款程序。六是坚持公示制

度，公示内容包括社员缴纳互助金情

况、联保小组建立情况、选举结果、每

月借款还款情况。

同时，为进一步规范操作流程，

叶县多措并举：一是印发《叶县村级

互助社工作流程规范化指导意见及

填写说明》通知，逐乡（镇）进行业务

培训，要求各项目所在乡（镇）村级

资金互助社严格按照《叶县扶贫开

发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资金

互助社管理的工作意见》《叶县村级

社区资金互助社章程》《叶县村级社

区资金互助社财务管理办法》要求

认真落实。二是组织换届选举，完

善管理人员。各乡（镇）有序组织辖

区 内 资 金 互 助 社 进 行 换 届 选 举 工

作，大力选（推）举优秀人才进入资

金互助社理事会，充分发挥资金互

助社服务贫困群众，助推脱贫攻坚

的作用。三是由乡（镇）统一组织村

级资金互助社制作悬挂互助社章程

及放款流程展板，确保村级资金互

助社理事会人员、社员坚持程序化

运作，规范化管理。四是邀请第三

方会计师事务所对全县资金互助社

运行情况进行审计，及时发现运行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使资金互助社一步步壮大，最终实

现可持续发展。

就在前不久，叶县乡村振兴局开

展了新一批村级资金互助社相关人员

的培训指导。县、乡（镇）互助资金项

目办公室人员在熟练掌握互助资金项

目情况的基础上，对项目村分别围绕

借款管理、财务管理、手工记账、电脑

记账等举办培训班。针对会计、出纳

只会手工记账，电脑记账水平普偏

低，且集中讲课难以迅速见效的实际

情况，在集中培训后，要求存在上述

问题的乡（镇）每月安排一天集中记账

日，有放款的资金互助社的会计、出纳

到乡（镇）做账，县乡村振兴局派管理

人员现场指导。同时，定期对乡（镇）

资金互助社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要求乡（镇）对村级资金互助社围绕《叶县村级社

区资金互助社章程》和《叶县村级社区资金互助

社财务管理办法》进行培训，提高资金互助社管

理人员业务水平，强化监管力度，确保村级资金

互助社规范运行。

近段时间，叶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魏进庚组织对全县资金互助社开展新

一轮的督查指导。用他的话来说，既

检验一下各地工作水平，又及时查漏

补缺，确保运行质量。

全县各村级资金互助社均使用国

务院扶贫办设计的互助资金计算机软

件管理系统，每月向县乡村振兴局上

报当月资金互助社运行数据，包括农

户借款、还款、入社、退社、收支等情

况。县乡村振兴局通过资金管理系

统随时查询各资金互助社资金管理

情况。

为了进一步加强监管，叶县不断

完善资金互助社财务制度，每个资金

互助社实行独立核算，县、乡（镇）互

助资金项目办公室指导记账，对辖区

内村级资金互助社进行具体业务指

导和监督，定期公示，透明运行，接受

监督。一是实行专户管理。资金互助

社是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非营利性民

间社团组织，理事长为资金互助社法

人，资金互助社在农商银行设立互助

资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

专人管理。二是建立月报制度。村级

资金互助社的账务要做到日清月结，

村级资金互助社每月必须向本级乡

（镇）互助资金项目办公室报送会计报表，乡（镇）

汇总后报送县级互助资金管理部门。三是规范

运行管理。资金互助社吸纳收取的社会捐款、收

回的借款及占用费等，直接存入该村资金互助社

银行专户，按照《会计法》及有关会计制度规定，

合理设置会计科目，进行账务核算。同时，资金

互助社定期（每年年底）向社员公示运行情况、财

务状况、借款及经营风险情况、收益及其分配情

况和其他重大事项。

每月 20日，刘军召就会将 1000元

连同资金占用费（利息）还到西刘庄村

资金互助社。

互助资金项目采取灵活机动、村民

可接受的还款方式，确保项目长效运

行。一是整借零还，这是叶县互助资金

项目实施中的一大亮点，也是保持资金

互助社良性运转的重要举措。资金互

助社借款期限为一年，分 10次还完，有

3个月的还款宽限期，借款后的第三个

月（第 90天）开始还款，每次最低偿还

借款额度的十分之一。二是息随本

清。第一次还款随本金偿还上个月占

用费（利息），以后每月随本金偿还当

月占用费（利息）。三是限定额度。社

员借款按缴纳互助金的20倍放款。

资金互助社初期运行没有参照。

运作之初，资金互助社给各个村 10万

元（后来增至 50万元）的本金，专门用

于贫困人口的借款。拿山区村西刘庄

来说，80%以上曾是贫困人口，该村地

域偏僻交通不便，群众多是靠搞养殖

和特色种植增收，1万元钱就能解决他

们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大问题。

同时，从第三个月开始还款，资金回流快，方便更

多的农户轮流借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金

的安全压力，更实现了互助社资金的稳定增长。

西刘庄村绝大多数村民加入了资金互助社，

2006 年至 2022 年 6 月底，西刘庄村资金互助社

的资金从 50 万元发展到 74.9 万元，发放借款

2624 笔，累计借款 1598.4 万元，累计回收本金

1546.12万元，入社率占总户数的 91%。

时任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处长的杨炼（左二）在叶县调

研互助资金试点运行情况

辛店镇刘文祥村村民种植的黑李喜获丰收

常村镇村民葛秀峰通过养羊脱贫致富

开展乡（镇）互助资金项目管理人员培训

对村级资金互助社进行账目核查

为村级资金互助社注入资金

叶县农信联社向叶邑镇老鸭张村资金互助社发放贷款

及时督导强监测

整借零还解民忧

“一石多鸟”有成效

严密组织抓实施

大胆探索勇尝试

——探访村级资金互助社“叶县模式”

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 编辑 李 晗 校对 马 骁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