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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协作区成立后，我最深的感受
就是兄弟乡镇之间沟通交流多了，办案能力和
水平提升了，熟人社会监督难的问题也得到了
解决。”岳西县响肠镇纪委书记彭绍明说。

近日，岳西县纪委监委组织召开乡镇纪检
监察体制改革座谈会，协作区成员各抒己见，
谈感受、讲做法、找差距、定目标，经过深入交
流，大家进一步明晰了工作思路。

去年5月份以来，岳西县纪委监委全面推
进乡镇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向乡镇派出监察办
公室，要求全县所有村(社区)党组织配齐配强
纪检委员。同时，为统筹办案力量，按照“就近
协作、便于集中、优势互补、增强合力”原则，采
取“1+1+4+N”即“一名县纪委常委+一个纪检监
察室+四个乡镇+若干名办案人员”的模式，成
立6个纪检监察协作区，在县纪委监委的授权
下统一开展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督导等工作。

“监察办公室成立后，有效解决了监督空白
地带的问题，真正实现了监督全覆盖。”毛尖山
乡纪委书记王朝晖说，该乡通过开展监督检查，
发现了几名监察对象轻微违规违纪问题，及时
进行教育警醒。莲云乡纪委被赋予监察职能
后，对一名监察对象违法问题予以立案调查。

去年以来，协作区开展综合督查4次，发
现问题208个。处置问题线索8件，立案3件
5人，给予3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全县188
名村级纪检委员共计开展监督1041次，收集
发现问题线索38件。

“乡镇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后，协作区整体
运行顺畅，成员工作积极性较过去有很大提
高。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紧跟
时代步伐，将‘有案办案、无案监督’的工作原
则贯彻落实好，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岳西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蒋姗姗）

岳西：乡镇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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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我市
立足农业特优产业发展的实际和
脱贫攻坚金融服务需求，不断完善
金融政策，利用扶贫小额信贷和扶
贫再贷款等金融资金，支持贫困地
区群众兴产业、扩就业、增收入、添
保障，助力脱贫攻坚。

扶贫小额信贷
“贷”来新生活

冬日清晨，太湖县牛镇镇天光
村村民袁西胜早早就来到了羊棚
里喂羊。新建的羊棚中，山羊毛色
鲜亮、活蹦乱跳。现在袁西胜已经
成为天光村小有名气的脱贫致富
先进典型，他说，是扶贫小额信贷
帮他开启了新生活。

袁西胜的母亲在2016年查出
患有恶性肿瘤，治疗花费了7万元，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欠下了3万多
元的外债，再加上孩子读大学，每
年要花费1万多元，家庭负担很重，
2017年他家被评为贫困户。

“穷则思变，变则通。”2017年11
月，在扶贫工作人员的帮扶下，袁
西胜筹来3万多元购买了20只山
羊，尝试起了在家养羊。2018年，
他想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得知可
以申请扶贫小额信贷，他更有了发
展的信心。“提交资料后，5万元3
年免息的贷款迅速到账，我又购买
了20来只山羊。”经过繁殖，第二年
他就出售了47只山羊，获得收入7
万多元，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去年他又续贷了5万元扶贫小
额贷款用于新建羊棚。如今，存栏
山羊178只，袁西胜年收入达20余
万元，致富路越走越宽。

与袁西胜一样，桐城市龙腾街
道望城村石庄组的贫困户高朝辉
也在扶贫小额信贷的“贷”动下，自
主发展产业，实现了稳定脱贫。

高朝辉家里有4口人，2014年他
因肢体残疾和患病花去大额医疗费
用，儿子还在上大学，经济拮据，生活
困难，他家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5年，高朝辉在村干部及帮
扶责任人的鼓励下，结合自身情
况，发展起了加工业。当年靠手工
加工瓶盖和一次性手套增加家庭
收入 1.2 万余元，家庭总收入达到
2.5万余元，顺利脱贫。

去年，高朝辉觉得手工加工速
度和质量跟不上，想购买机器，扩
大生产规模，可是愁于资金不够。
帮扶人了解这一情况后，告知他可
以申请扶贫小额信贷，不仅放贷

快，还可以享受免息。在有关部门
和帮扶人的帮助下，他成功申请扶
贫小额贷款5万元，购买了加工的
机器，扩大了规模，使得加工的产
品数量和质量得到提升，去年家庭
年收入达到6.5万余元。

扶贫小额信贷是金融扶贫的重
要举措。“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
免抵押免担保、基准利率放贷、财政
贴息、县建风险补偿金”，这款为贫
困农户量身订制的产品，已经成为
政府操心、银行放心、群众称心的金
融扶贫品牌。它解决了贫困户发展
生产的资金短缺问题，增强了贫困
群众内生动力，实现了贫困户增收
和产业发展的双赢。截至2020年
底，我市累计投放扶贫小额信贷
60.64亿元，惠及12万余贫困户。

引信贷资金
促产业发展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
之策，金融则是助推产业扶贫的动
力源、催化剂。

宿松县地处大别山余脉，山地
丘陵众多，适宜发展林业。2012
年，外出创业多年的吴伍兵回到家
乡二郎镇，创办农林发展集团，流
转山地种植油茶。

宿松县一家银行运用“产业扶
贫贷”累计发放贷款3亿余元，平均
利率5.2%左右，帮助吴伍兵解决资
金难题，支持该企业发展现代油茶
种植业。目前，企业通过流转荒山

和待改造低产林，种植油茶7万余
亩，覆盖9个乡镇40个村。此外，他
还建成油茶加工产业园，引进“水
法”专利技术，摒弃压榨、浸出等传
统工艺，以纯净水为介质，零添加、
常温常压提取茶油，提高茶油品质。

“农户流转荒山有租金、进园
务工有薪金、承包管理有酬金、超
产分成有奖金……我们通过多种
途径带动农户增收、贫困户脱贫。”
吴伍兵介绍，当地 15000 多农户、
5000多贫困户因油茶受益。

在吴伍兵的带动下，如今宿松
县境内，漫山种植的油茶，成了地
方经济发展的“绿色银行”。因为
贡献突出，2018年他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奋进奖。

“太湖六白猪”是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注册商标，是太湖县品牌产
品。六白猪全身黑毛，因前额、尾
端、四肢下部呈白色而得名，是国家
珍稀畜禽保护品种，一度濒临灭绝。

“十几年前，由于农村基本无人
饲养，六白猪到了濒危的境地。”
2006年，程其发在太湖县境内收集
存量极其稀少的六白猪37头，第二
年成立公司，创建六白猪生态养殖
基地，在老家晋熙镇程岭村海拔700
余米的高山上，延续“土法”养猪。

企业成立之初，因缺少有效的
抵押担保，资金周转困难，主要靠
社员入股、社会融资解决。前几
年，受多种因素影响，生猪市场价
格低位徘徊，程其发因生猪存栏量
高、养殖规模大损失严重。

在一次银企对接会上，太湖县
一家银行了解该企业困难后，向其
提供贷款900万元，帮助企业度过
了资金难关。如今，企业基地面积
已扩大至1000多亩，存栏生猪近2
万头，年利润达1000多万元。

“太湖六白猪”人工饲养也在
当地得到了广泛推广。太湖县金
融机构紧扣“六白猪”特色扶贫产
业发展，采取金融支持“龙头企业
带动+农户”联动发展的模式，累计
发放产业扶贫贷款4752万元，推动
一大批生猪养殖龙头企业走上规
模化、产业化发展道路，带动2200
余贫困户实现稳岗就业，户均年增
收5000元左右。

龙头引领、合作社带动、农户
抱团、金融“输血”，让贫困群众的
口袋越来越鼓。人民银行安庆市
中心支行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以
来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新增金融精
准扶贫贷款132.6亿元。

建设“信用村”
金融活水润三农

如何帮助农民顺利获得贷
款？近年来，我市依托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对信用村、
信用户生产性需求实行“受理优
先、担保从减、利率优惠、手续简
便”的贷款运作方式，创新金融支
持精准扶贫工作。

“现在凭信用就能贷到款，可
真是太方便了。”在望江县凉泉乡

湖滨村，种粮大户鲁松节再也不必
为资金发愁。

鲁松节早年因为生意失败欠了
不少外债，2015年被评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近几年通过流转土地种植
水稻，逐步实现了脱贫。2020年，
他想扩大种植规模，但资金短缺成
了他实现致富“小目标”的拦路虎。

鲁松节的帮扶责任人获悉他
的困境后，告知他，凉泉乡作为全
省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32个试点
乡镇之一，正在全面开展党建引领
信用村建设工作，湖滨村被评为信
用村，他因为信用良好，也被评为
3A级信用户。现在，不须担保，他
仅凭信用就可以获得贷款。

鲁松节很快就通过信用贷到
了25万元，又流转了350亩土地，

“现在我的家庭农场总共承包了
852亩土地，水稻全部实行订单种
植，每年收入可达一二十万元。”

通过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
设，有效盘活了农村资源和农户资
产，调动了更多金融资源向农村集
聚，解决了一批涉农企业和农户的
资金需求问题，实现了让农户“不
用跑路、不用求人、不用抵押、不用
担保”，就能获得贷款，发展生产。

统计数据显示，党建引领信用
村建设工作开展以来，凉泉乡有19
户贫困户凭借良好的信用等级获得
贷款210万元；全乡有21家种植大
户、1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信
用贷获得了445万元生产资金，带
动了296户贫困户就近就业；全乡
10个村集体经济均得到显著提升。
特别是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
达到45万元，最高达到64万元。

2019年，望江县在鸦滩镇、凉泉
乡2个乡镇25个行政村试点开展党
建引领信用村创建工作。信用村建
设共对27133户农户、193个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25个村集体经济组织
进行了信息采集，目前已评定信用
户24908户、信用村21个，累计授信
73119万元、用信7392万元。

5家参与这项工作的商业银行
先后开发出“金农先锋贷”“党建引领
信易贷”“信农贷”等金融新产品，推
动“信用”转“信贷”、“信贷”变“信
赖”。这5家商业银行在试点乡镇累
计发放贷款7392万元，较信用村建
设前同期增长 4047 万元，增幅达
121%。同时，对信用户贷款执行年
利率平均为5%左右，较普通农户优
惠近20%，有效缓解了农户资金缺、
贷款难问题，提升了群众金融获得
感，畅通了金融服务“三农”血脉。

金融“活水”浇开致富之花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报道之十一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张晓锋 严文明

自2015年以来，全市累计投放扶贫小额信贷60.64亿元，惠及12万余贫困户，重点解决

了贫困户在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资金困难问题，许多贫困户因此走上了致富路；2016 年以

来，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新增金融精准扶贫贷款132.6亿元；截至2020年3季度末，全市金融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173亿元，为2015年末余额的4.3倍。其中，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新增

41亿元，辐射带动贫困人口14.7万人。这是我市一份金融扶贫的惠民“账单”。

本报讯 望江县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作为一项重点工作，采取多项措施，加大对农
民工法律援助力度。2020年，望江县法律援助
中心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90余万元。

该县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利用农民工返乡时
节，组织人员到汽车站、步行街等地，重点宣传农
民工劳动保障待遇、工伤待遇、劳动争议仲裁和诉
讼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并运用12348法律咨询电
话等解答农民工法律咨询，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

为帮助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等问题，该
县法律援助中心每天安排法援值班律师，为农
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引导符合法律援助条
件的农民工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同时，加
强与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沟通协调，充
分运用和解、调解等方式，为来访农民工提供免
费法律咨询，帮助其分析解决遇到的难题；对于
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讨薪问题的，及时受理
提交到法援中心，为其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

与此同时，该县法律援助中心指定专人负
责受理农民工援助案件，简化农民工申请程
序，涉及群体性案件实行多人同时办理，做到

“当日申请、当日审批”。
2020年，望江县法律援助中心共受理农民

工欠薪、劳动争议、工伤案件67件，解答农民工
法律咨询300余人次。

（通讯员 金建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望江：

加大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

太湖县程岭黑猪养殖基地。 通讯员 任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