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色：红色福地刻下金融印记 

1929 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广西百色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

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建立了苏维埃人民政府，创建了全国瞩

目的右江革命根据地。 

积跬步，至千里。如今的百色，正从贫困落后走向繁荣振兴、从西南边陲走

向开放前沿、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迎来加快发展的最好历史机遇，一座红

色福地壮族圣地、生态型铝产业基地、左右江老区核心城冉冉升起。建党 100

周年之际，《金融时报》记者来到百色，对当地银行机构进行采访，深切地感受

到老区的银行机构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用扎扎实实的行动，为践行初心和使命写

下生动鲜活的注脚，让红色福地刻下金融印记。 

肩负起农村金融改革试点重任 

百色市下辖的田东县，一个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地处右江盆地，

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里曾是百色起义的策源地。 

革命老区始终是党和政府的情牵之地。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

时说，“要加快老区建设和发展，让老区人民尽快摆脱贫困，过上幸福日子。”

2010 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到百色，实地考察了进一步抓好农村

扶贫开发、切实加强革命老区建设的情况。 

田东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联系点。2008 年 10 月 19 日，吴邦国赴田东调研并批示，要

以该县为试点，破解农村金融服务难题。彼时，十七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会议

提出，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

会资金投向农村。田东历史性地肩负起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全国试点探

路的重任。从此，广西全面推开田东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开始不断尝试与

探索。 

采访中，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行长黄绍进介绍说：“田东县农村金融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经历了探索、突破、深化和升级四个阶段。细化、量化、可操作

性强的设计是改革试点的重要工作步骤。”翻开厚厚的田东农村金融改革相关文



件和总结材料，可找到关于组织机构、信用、村级服务、支付和担保抵押等一系

列举措的记录。 

来自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的调查研究显示，田东县农村金融改革产生了显

著效果。 

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与探索，田东县探索出一条以信用体系建设为重点、以

支付体系建设为基础、以信贷产品创新为动力的建设路径，逐步构建起为农户增

资增信的“六大体系”，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发展“田东

模式”。 

目前，田东县已经形成了包括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

金互助社在内的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型微型机构既相互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多层次、

梯度化金融市场结构，满足了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基本解决了“三农”融

资渠道单一的难题，与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高低搭配的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田东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按照“政府主

导、人行推动、多方参与、共同受益”的原则，搭建了“田东县农户信用信息采

集和评价系统”，初步建立起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录入、评级和授信工作的长效

机制。后来，又建立了一套专门针对贫困户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结合全国扶贫

管理系统，创新研发了百色市精准扶贫信息管理子系统。 

建立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不断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围绕全面改善农村

支付服务环境的工作目标，大力推进田东县农村支付体系建设，将便农支付通道

延伸到农民家门口。 

建立完善保险保证体系，分散与转移农村金融风险。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农村

保险保证服务网络，实现农村保险服务站（点）乡村全覆盖，建立完善信贷风险

补偿机制。同时，建立抵押担保体系，拓宽农户融资渠道。 

创新服务助农脱贫 

百色市是一个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贫困地区、

水库移民区“六位一体”的“老少边山穷库”特殊区域。这里是全国 14 个连片

特困地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之一，全市 12 个县（区），其中有 9 个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市），2个自治区扶贫开发重点县（区）。 



随着扶贫攻坚的开展，百色市开辟出一条依靠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

路子，而在这条路子的探索中，不断探索的金融开发式新模式，托起许多农民群

众的未来和希望。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不是农民没有致富愿望，也不是国家没有政策，甚至也

不是纯粹的信用问题。对于农民来说，大部分是受资金缺乏所困。 

为解决这些难题，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引导金融机构采取了多种切实可

行的办法，其中一种是由公司统一借款、农户分散承办，由公司与农户落实契约

关系，双方共同发展、共担风险。另一种由农村专业户、种养大户、经营大户等

相互担保、共担风险，既解决了信用问题，又解决了经营问题。另外，争取政府、

保险机构介入，进一步解决资金难题。 

乐业县采取的是“贫困户+政府+银行”扶贫小额信贷模式，政府对贫困户发

放单户不超过 5万元的扶贫贷款，乐业县财政部门列出一定数额扶贫专项资金存

放到乐业农商行，设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按 1 比 10 比例放大贷款额度，

并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农商行、财政部门按 5 比 5 的比例分担贷款损失的风险。

这种运作模式增加了农户贷款资金量，延长了农户贷款使用周期，有效解决了贫

困户生产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 

此外，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通过建立“扶贫＋支付”模式，大力推进农

村非现金支付工具应用，全市农村地区支付清算网络覆盖率达到 100%，电商及

农民享受基本金融服务实现“不出村”，打通了金融服务、电商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 

据介绍，为在农村推广信用观念，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探索运用农户信

用信息采集与评价系统完成“精准扶贫”模块升级改造，建立了“农村信用+精

准扶贫”新模式，实现广西首个扶贫大数据金融对接运用。通过评级授信，农民

获贷能力不断提高。 

为了美好新生活 

中央和自治区高度关注百色老区的发展，国家先后批复百色实施《广西百色

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方案》，把百色 12 个县（市、区）全部纳入《滇桂

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批复实施了以百色为核心区域的《左

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批准百色设立全国首个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等。



2020年 3月 30日，国务院批复成立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是全国首个

地市级全域覆盖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一步把百色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

略层面，实现了国家战略全覆盖，为推动百色加快发展、长远发展、脱贫奔小康

提供了重大战略支持。 

对于百色市，全新的开发开放意味着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而当地的金融部

门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农商行支持的乡村振兴项目种类繁多。对于以农民、农

业为主体的产业、行业，他们主动介入，提供金融服务。从产业化龙头企业，到

农民开办的农家乐，覆盖范围大大增加。 

凌云县是典型的大石山区，也是红色旅游目的地。近年来，当地利用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将旅游业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和农村脱贫致富的引

擎，旅游经济总量和效益大幅提高，走出了一条“造血”扶贫之路。 

农民要想富，必须有产业和项目的带动，不把产业发展起来是没有希望的。

通过龙头企业形成产业化，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成为农行广西百色分行的金融扶

贫路径。 

为了生计，百色市每年有很多家庭妇女外出务工，有了很多的留守儿童，如

何组织引领外出务工妇女返乡创业就业，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改变她们生活的，是当地农行的贷款扶持，而在当地人称之为“产业回家留

住妈妈”的创业思路指导下，她们已成为具有现代养殖技术和金融意识的新时代

农村妇女。 

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如诗如画般的风景，你会不自觉地

为她流连忘返，为她感动不已。你会感谢自然，给了这片土地如此丰厚的“恩赐”，

让这里的农民逐渐改变贫困的命运。你更会突然羡慕这里的人，因为他们每天生

活在美丽的风景当中，又与风景融为一体。那些善良的农民朋友甚至会担心我们

吃的不如他们自然健康，乡亲们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通常都是树枝上刚刚成熟

的果子。那些果子个个清爽甘甜，让我们这些来访者唏嘘不已。捧着果子，坐在

树下，聊聊他们的故事，听听他们的喜乐与烦恼，美好的生活如此简单。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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