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海南乡村振兴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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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24 期）

海南省乡村振兴局                      2223年 2月 24日 

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着力点
开创金融支持海南乡村振兴新局面

2022年以来，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以深化农村信用体系

建设为着力点，构建“政府领导、人行推动、多方参与、上下联

动”的工作机制，深入开展“党建+信用村”“银村合作”“整

村授信”工作，支持涉农“信用”向“信贷”转化，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

一、构建“全岛一盘棋”工作机制，统筹推动海南省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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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党委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纳入党委

十大重点工作，党委书记亲自部署、亲自协调，推动搭建省委省

政府统筹，全省多部门参与，各市县乡村统一行动的工作格局。

（一）加强省级统筹，高位推动全省统一的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工作。按照省委 2022年一号文件关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部

署，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将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揭

榜挂帅”项目，先后 6次以文件和专报形式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汇

报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南省农村信

用体系服务乡村振兴发展的意见》，并以省政府名义印发实施。

在实施过程中，成立由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牵头，省发改委、

农业农村厅、地方金融局、乡村振兴局、大数据管理局、银保监

局等为成员单位的海南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专项工作组，构建

“政府领导、人行推动、多方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

（二）强化督导问效，发挥多部门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会同海南省相关厅局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纳入省级层面工作规划和考核指标体系，压实基层市县政府工

作责任。在海南省政府、省发改委、省委农办大力支持和协助下，

将海南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写入 2022年省政府工作报告，

纳入省政府督办事项、《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四五”规

划》、海南省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绩考核以及写入《“诚信海南”三年行动计划》，推动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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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三）明确工作目标，制定可视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联合省发改委等 4部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海

南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海南省涉农信用信

息采集与信用评定操作指引》，明确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目标。

一是完善涉农信用信息采集，2023年 6月前完成首轮涉农信用

信息全覆盖。二是加快开展涉农信用评定，2023年 6月前实现

涉农信用评定全覆盖。三是加快信用村、信用镇创建，2023年

前完成行政村的信用评定工作；四是深化政府部门涉农信息归集

共享，2023年前消除涉农“信息孤岛”，完成涉农信用信息互

通共享。

二、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着力点，全方位推动金融支持乡

村振兴工作落实落细

（一）以“党建+信用村”为先锋，探索党建引领、信用为

基的农村信用生态。海南涉农金融机构在服务乡村振兴实践中，

探索出了一条联系并依靠村级党组织的“党建+信用村”模式。以
银行的党支部与村党支部共联共建为基础，依托村党支部的组织

力、凝聚力、号召力和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开展阵地共建、

经验共享、客户共管、人才共育、难题共帮活动，弘扬诚实守信

的良好村风，营造“信用有价值”的信用理念。截至 2022年
12月末，海南农行与 1005个行政村组队“党建+信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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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省 30%以上的行政村。
（二）开启“银村合作”新模式，开展进村入户信用信息采

集评定行动。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部署“进村入户、征信助力

乡村振兴行动”，推动县、乡、村三级联动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工作。动员辖区市县人民银行和涉农金融机构5万余人次下沉

乡村，与村两委共同开启“银村合作”新模式。一方面，宣传国

家的金融政策、普及金融常识，另一方面，按照“能采尽采、愿

采尽采”的原则，开展涉农信用信息采集。截至2022年12月末，
共完成85.06万农户信用信息采集，覆盖率达74.42%；为60.28

万农户开展信用评定，创建信用户29.15万户、信用村729个。农

村百姓守信意识进一步增强，村集体信用村创建意愿进一步提

升。

（三）创建特色金融示范区，发挥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带动

引领作用。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充分发挥支农再贷款的引领带

动作用，创建支农再贷款示范基地39个，2022年12月末支农再贷

款余额48.25亿元，同比增长60%。推动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

——琼中县创建特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示范区。琼中县率先完成

2.6万农户的信用信息采集全覆盖，线下创建农村金融服务站123

个，实现行政村全覆盖，线上借助“数字乡村”系统建设涉农信

用信息数据库，首创“信用绿橙贷”，深化涉农信用信息共享应

用。2022年12月末，琼中县农户贷款余额14.92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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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农户贷款数1.98万户，同比增长76.9%。

（四）推进“整村授信”，实现涉农“信用”向“信贷”转

化。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指导辖区涉农金融机构积极开发与海

南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相适应的金融产品，推动涉农“信用”向“信

贷”转化。海南农行开发新农直通车贷、共享农庄贷、致富贷、

槟农贷、民宿贷、生猪贷等特色惠农贷产品10个。海南邮储银行

实施“授信”与“增信”双管齐下，为信用户、信用村开设贷款

绿色通道，为信用村批量开发、批量受理、批量投放贷款。海南

农信社开发诚易贷、农居贷、福贷等专项金融服务产品，与1120

个行政村开展“整村授信”，全面支持热带特色农业、南繁、海

洋等产业发展，开启海南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新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昌江：广宣传、稳政策、抓落实
扎实推进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

昌江县扎实开展 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活动，抓住

春季务工就业黄金季节，实现脱贫人口返岗复工开新局、起好步。

截至 2月 10日，全县脱贫劳动力实现务工就业 10140人，占去

年务工总人数的 82.3%。



- 6 -

一、摸清务工需求，搭好务工桥梁

（一）全面组织摸排。组织帮扶联系人、驻村工作队、村干

部等一线帮扶干部摸排脱贫劳动力、监测对象等重点人群务工就

业情况，及时掌握重点人群劳动力就业现状、就业意愿、培训意

愿等信息，为促进稳岗就业工作打牢基础。

（二）广泛宣传引导。动员帮扶联系人、驻村工作队、镇村

干部通过入户走访、电话微信、村级广播等方式持续加大务工信

息的宣传力度，及时做好就业岗位信息推送，引导广大农村劳动

力返岗复工，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

（三）开展对接服务。加强脱贫家庭、监测对象家庭等高校

毕业生就业帮扶，建立帮扶工作台账，按照“一人一档”“一人

一策”“一对一”帮扶责任制开展就业帮扶工作，为有意愿外出

人员提供精准匹配、高效输出全流程服务。

二、拓宽务工渠道，促进稳岗就业

（一）开展“春风行动”。新春伊初，为帮助农村劳动力尽

快实现务工就业、促进稳岗增收，组织开展线下活动宣传 6次，

举办 3场专场招聘会，参加企业 95家，提供岗位 414个，岗位

需求人数 1611人，进场求职人数 9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人数 303人。同时通过组织召开返乡大学生座谈会、观摩县级企

业等方式让返乡大学生了解昌江县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引导大学

生返乡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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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灵活就业”。当前是春季务工就业黄金季节，

本地农业企业（基地）提供大量的瓜果蔬菜采摘、分拣、搬运等

工作岗位，同时发挥村集体产业就业保障作用，实现脱贫劳动力

就近就地就业 2000余人。实施“旅游+就业”行动，乘着木棉花

旅游的春风，通过在景区开发工作岗位、设置摊位等方式，积极

扩大就业，促进农民增收。

（三）提高务工组织化。加大培育帮扶车间（基地）力度，

积极对接帮扶车间(基地)用工需求，做好企业用工和农村劳动力

务工需求的对接。同时通过“点对点”“一站式”等方式组织转

运农村劳动力到省内外务工，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今年

来“点对点”输送农村劳动力赴粤务工 408人，直通车输送农村

劳动力到省内其他市县务工 1165人。

三、健全长效机制，提升务工质量

（一）加强组织领导。出台《关于做好 2023年我县政府投

资项目招录脱贫劳动力务工的通知》，要求将政府投资项目用工

招录脱贫劳动力数量比例不低于招录人员数量的 10%纳入施工招

标文件，并将以上要求列入施工合同予以明确，聚力推进脱贫劳

动力稳岗就业工作。

（二）培树劳务品牌。挖掘和培育一批农村劳务带头人，利

用劳务带头人熟悉本地劳动力的基本情况、就业特点和市场需求

的优势，充分发挥好“领头雁”作用。乌烈镇涌现出一大批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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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乌烈女工”，她们熟悉掌握播种、插秧、采摘等多项劳务技

能，受到周边用工基地和企业的青睐，“乌烈女工”劳务品牌日

趋成熟。

（三）搭建就业平台。发挥乡镇就业驿站一线服务作用，搭

建企业用工和农村劳动力就业需求的桥梁，推行企业用工订单式

培训，精准为企业等用工单位输送劳动力，为本地农村劳动力争

取更多就业岗位。

（昌江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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