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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政办发〔2021〕71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局关

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

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

助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出如下实施

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

九次、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建

立适应乡村振兴发展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

入“三农”领域，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为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

丽新宁夏提供金融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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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任务 

未来 5 年，推动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平稳过渡，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信用评价体系、

风险管理体系“三个体系”，推动金融支农服务与财政支农政策

协调联动、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协调联动、基层金融机构与基层

党组织“双基”联动，形成服务有平台、信用能评估、风险可把

控的“信用+金融+产业+农户”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实现涉农

金融供给持续增加，农村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全面完善，基层金融

服务网点基本满足乡村振兴需求，涉农金融机构治理体系和支农

能力明显提升，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性有较大改善，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 

三、重点工作 

（一）加强政策有效衔接。 

1.过渡期内，保持主要金融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严格规范执

行中央和自治区关于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政策要点，切实

满足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信贷需求，有效防控信贷风险。单户脱

贫人口小额信贷不得超过 10 万元，5 万元以上部分贷款不予贴息，

也不纳入风险补偿范围。贷款期限应符合产业发展周期，最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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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至 3 年。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质量监测和续贷展期管理，

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启动风险补偿机制，推动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持

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指导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完善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政策，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利率、期限。(责任

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宁夏银保监局，自治区财政厅、

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地方

金融监管局） 

2.以乡镇为单位建立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主责任银行制度，对

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实行名单制管理，确保应贷尽贷，精准支持

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发展生产增收致富。探索建立金融防贫长效

机制，筑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责任单位：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宁夏银保监局、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自治区农业

农村厅、乡村振兴局、地方金融监管局） 

3.加大对国家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金融资源倾斜，

支持重点帮扶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等提升工作。加大金融

对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力度，围绕自治区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

重点支持搬迁安置区配套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提升完善。支持红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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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过渡期内，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应

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力争每年对重点帮扶县各项贷款

平均增速高于本机构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责任单位：相关县

〔区〕人民政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地方金融监

管局，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宁夏银保监局） 

（二）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4.健全适合乡村振兴发展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构建多层次、

广覆盖、风险可控的农村金融服务网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建

立服务乡村振兴的内设机构或在相关部门下单列乡村振兴金融服

务条线。鼓励各金融机构打造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特色支行或网点，

与产业主管部门或产业集聚县（市、区）共同建设专业化供应链

服务企业，增强服务功能。（责任单位：宁夏银保监局、人民银

行银川中心支行，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 

5.持续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普惠金融服务网络建设，实

施动态监测预警，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继续保持农村地区尤其是

脱贫地区网点基本稳定。进一步细化“金融+”工作机制，实现政

银企合作常态化、制度化。（责任单位：宁夏银保监局、人民银

行银川中心支行，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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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积极推广“固原模式”“盐池模式”的经验做法，促进农

村金融服务环境进一步优化，功能更加丰富。持续推动“乡村振

兴主题卡”发行应用，与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形成有效联动，促进

支付结算从服务农民生活向服务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延伸。鼓励

金融机构借助科技赋能，采取线上自助申请、审批、随借随还等

模式，并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联络员机制，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精准

化，提高普惠金融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责任单位：人民

银行银川中心支行、宁夏银保监局，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 

（三）完善三农金融信用体系建设。 

7.依托宁夏地方金融监管与服务智能化平台，建立涉农信用

信息数据库，扩大覆盖主体范围，鼓励各地整合农村土地确权、

土地流转、农业补贴、税收、保险、乡村建设项目等涉农有效数

据，并积极与金融机构等共享，推动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推动

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与金融机构开放共享有关涉农信用信息数

据。（责任单位：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农业农村厅，宁夏气

象局） 

8.完善县（市、区）、乡、村三级金融服务架构，依托乡村

自治组织，建立合作社等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农村党组织带头人

和致富带头人“两个带头人”、科技特派员与贷款群众之间多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