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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回到村部时，谷庆国在大门前直
接停下了脚步，他指着墙上由铁岭市
西丰县人民政府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铁岭市分行联合授予的“信用村”
牌匾，给记者讲起8年前的忠信村。

那时忠信村收蚕茧的就多，还有
种植山野菜的、养牛的，其中贷款需
求最大的就是收蚕茧的。

“银行愿意给他们贷款，但是因
为没有抵押物，操作起来特别麻
烦。后来镇里面派人到村里，带着
村‘两委’班子、村民组长挨家挨户
跑，挨家挨户打分，把村民信用等级
都公示出来。有了这个信用评分，我
们村的村民就再也不用抵押物了，也
不用找人担保了，直接就能到银行贷
款了。”谷庆国的回忆，真实还原了当
时农村“贷款难”的现实情况。

村民有贷款需求，银行愿意放
贷给他们，政府也支持他们把当地
的特色产业带动起来，但是因为信
息不对称，信用环境建设滞后，直
接导致村民“贷款难”，银行“放贷
难”，政府“干着急”。于是，给信用
定价就成了三方的共同需求。

突破始于 2014 年。为破解农

村“贷款难”问题，当年 12 月,西丰
县政府与中国人民银行铁岭市中
心支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决
定采取“银行搭台，政府唱戏”的合
作模式，启动了西丰县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试点工程。即由银行方面
开发农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搭建
了西丰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框
架；西丰县政府动员人力、物力进
行农户信息采集、信用评级、信息
更新完善等基础性工作。

随后，西丰县成立了农村信用
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建立了政府主
导、人民银行推动、金融机构和社
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机制，制定下发了《西丰县农
村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和《农
户信用等级评价办法》。

2015 年，西丰县发动镇、村两
级 500 多名基层工作人员，组建
174个信息采集小组，入户走访、登
记造册，对建设农村信用体系所需
的农户基本信息、财产信息、收入
信息、借贷信息、社会道德信息 5
个方面103项信息数据进行采集。

当年，通过入户走访，共采集

5.32万户村民的信息，占全县农户
总数的 71.8%。随后，依据《农户
信用等级评价办法》，逐户评分、
划定信用等级。对村民情况最为
熟悉的村民小组根据农户经济实
力、偿债能力、遵守村规民约情况
评议打分，提出诚信户初选名单；村

“两委”班子围绕村民道德品质、诚
实守信、团结邻里、孝敬老人等内容
进行复评；召开村党员代表大会、村
民代表大会对复评结果进行审议，
并在村公告栏公示7天；人民银行依
托个人征信系统，对通过公示的名
单进行终审复核，确定最终的评级
结果。

截至目前，西丰县共评定信用户
38156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51.4%；
其中AAA级信用户383户，占信用户
总数的1%；AA级信用户5650户，占
信用户总数的 14.8%；A 级信用户
32123 户，占信用户总数的 84.2%。
共评定信用村97个,占全县行政村总
数的55.7%；信用镇6个，占全县乡镇
总数的33.3%。这个庞大的信用信
息资源，为西丰县农村信用环境建
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给信用定价成三方共同需求

威远堡镇地处开原市东北部，因
为半山区、半平原的独特地貌，一直
以出产高品质的野生榛子闻名于铁
岭。然而，随着电商经济的发展，威
远堡真正实现了“威名远扬”，目前，
全镇 190 多名电商主播已经把榛子
卖到了全国各地。

威远堡镇有榛林 6万亩，高标准
榛子园 5 个，榛子年产量 510 万公
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榛子的年销
售量却是当地产量的 10 倍，高达
5000万公斤。

据介绍，这 10倍的变化，主要得
益于全镇各村都依托自身优势在做
细榛子产业，近些年陆续成长起来一
批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经营

主体。有了这些经营主体，每年榛子
成熟时，周边地区的榛子就会被收购
商送到这里，全镇到处是卸榛子、筛
榛子、炒榛子的热闹景象。这 10 倍
的变化，还得益于当地农民顺应电商
直播的发展趋势，搭上了农村电商这
趟致富列车。目前，全镇在网上销售
榛子、蘑菇等干货、山货的主播就超过
190人。其中，粉丝数超百万主播有1
人，超60万的有3人，超40万的有2人，
超20万的有3人，其余主播粉丝数均
在10万左右。作为我省重点培育的县
域电商直播基地，全镇在2021年，通过
互联网销售榛子达1000万公斤。

走进威远堡镇四家子村，烘烤、
称重、包装等榛子加工的场景随处可

见。四家子村党支部书记齐立臣，用
“翻天覆地”四个字来形容榛子给村
里带来的变化。

四家子村原本就是一个半山地区
的传统村落，村民种点粮食、收点山货，
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随着当地野
生榛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村里生产加工
榛子的村民越来越多，销售渠道也是越
来越多样。尤其是2019年前后，随着
电商直播的兴起，当地榛子也逐渐走向
了全国市场。现在全村以生产加工销
售榛子的经营主体超过100家，电商主
播20多人。因为榛子产业电商直播，
让威远堡镇榛子远销全国。齐立臣说：

“现在我们村，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有小
轿车。”

电商助力 威远堡镇年销榛子5000万公斤
郑晓丹 本报记者 李 波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10 月
12日，记者从铁岭海关获悉，今年，铁岭
市外贸出口持续保持逆势增长，展现强
劲韧性。1月至8月，铁岭市实现进出口
总值43.2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出口
15.3 亿元，同比增长 37.2%，出口增速领
跑全省。

把保稳提质工作从“关口”延伸到企
业生产线，延伸到种植养殖基地，今年以
来，铁岭海关立足农业大市的产业优势，
多措并举助力铁岭农产品走出国门。联
合地方农业部门共同成立专家小组，围
绕鸡肉、鹿茸、速冻果蔬制品西蓝花等特
色农产品，深入田间地头，指导企业加强
种植、养殖基地建设。为帮助企业建立
健全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组织人员
深入生产一线，从原料采购、生产管理和
自检自控等方面进行全程监管，提升企
业管理水平，增强自检自控能力，保障产
品质量安全。同时，建立“一对一”企业
联络员制度，设立绿色通关通道，通过预
约报关、预约报检、预约查验，实现“即报
即检、快速验放”。

据介绍，目前，铁岭出口种植、养殖
基地总数达40个，出口食品生产备案企
业 达 35 家 。 截 至 目 前 ，已 累 计 签 发
RCEP 原产地证书 24 份，签证金额 100
万美元。1月至8月，铁岭辖区农产品出
口总值5.78亿元，同比增长36.7%。

前8个月外贸出口
同比增长37.2%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周围群山
环绕、身边草料如山……10 月 10 日上
午，越秀辉山万和牧场竣工投产仪式在
铁岭市西丰县和隆满族乡万和村举行。
这标志着当地的优质农产品将正式对接
大湾区市场。

铁岭是农业大市，农产品资源丰
富。此次合作，西丰县地处东北黄金奶
源带的区位优势和生态优势，将与越秀
辉山集团的产业优势和在信息化养殖上
的技术优势相融合，共同推进牛奶全产
业链数字化转型。为保护好当地良好的
生态环境，万和牧场项目还引进了CTB
垫料再生智能系统，以解决粪污带来的
环境问题。

此次投产的万和牧场项目，总投资
1.5亿元，奶牛存栏数 2500头，建成后计
划日产牛奶70吨，预计每年可为下游加
工厂提供优质鲜奶2.55万吨。

据了解，通过万和牧场项目，西丰县
的优质奶源在满足辽沈地区消费者高质
量饮奶需求的同时，也将逐渐进入大湾
区市场。未来，越秀辉山集团将与铁岭
市在多领域开展合作，助推地方经济的
发展。

西丰万和牧场
竣工投产

“这里每一张旧照片、每一个老物
件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一有空我就
带着孩子到村史馆里转一转，把久远的
故事说给他们听。”空闲时，铁岭县平顶
堡镇建设村村民王娟就喜欢带着孩子
来到村史馆，让他们了解村里的历史，
感受浓浓的家文化。

建 设 村 距铁岭城北 6 公里，村史
馆 从 2017 年 开 始 建 设 ，2018 年 正 式
建成。

“咱村的村史馆是村部的一部分，
不仅面积大，还很有特色，这里有我们
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朝鲜族面具舞的
展示。”建设村党总支书记王伟说。

村史馆由图文资料、实物展陈、荣誉
展示三大部分组成，推门进入，最先映入
眼帘的便是一个大卷轴。卷轴上记录着
建设村的发展史，从村有人居住，到1950
年成立党支部，村里每一个重要历史时
刻都记录在了上面。

再往里面是“家文化”特色篇，上面
记录着村里开展“家风家训我来写”和

“百名代表亮家风”等活动。
村史馆里陈列着村民捐赠和村里

收集的葫芦、老式电话、挂钟等老物
件。宣传墙上还有村里旧貌和村里的
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万元户等介绍，
一些朝鲜族特色的物品和老式房屋也
都有展示。

“村史馆里看家风，老物件里寻传
承。我们想通过这些老物件的集中展
示，时刻提醒党员干部及群众不忘初
心，教育下一代饮水思源，感念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王伟介绍，村史馆里的老
物件都来自本村、邻村村民自愿捐赠，
每一件都是对建设村村民良好家风的
最好见证。

建设村的村史馆中不只有历史，
更有未来！在村史馆中央的沙盘便是
建设村的未来发展规划。“102 国道两
侧的仿古院墙、修砌梅林河道及河堤
路垛口、铺水泥路和黑色路面、为村里
安装路灯、为村民安装大门、种植花草
10 万株……”2018 年，村史馆建成时，
这些记录在沙盘上的未来发展规划，
现在成了现实。

村史馆里看发展
老物件里寻传承
本报记者 王晓波

信用不仅体现个人品行，而且是经济良性运行的前提，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
2014年以来，铁岭市西丰县委、县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铁岭市中心支行等金融机构，以“打造诚信体系，吸引金

融资本助力产业发展，依靠产业发展实现富民强县；打造诚信体系，提高全民诚信水平，实现精神文明建设新跨越”为目
标，在农村信用环境建设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实践。

8年运行，成效几何？10月10日，记者专程来到铁岭市首个获评“信用镇”的西丰县更刻镇，深入“信用村”，采访“信用户”，近
距离感受信用环境建设带来的变化。

给守信“定价”让失信“难行”
——农村信用环境建设的西丰探索与实践

本报记者 李 波

走进更刻镇忠信村，记者就被
村部大院里一块少见的公示板所吸
引。在这块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公示
板上，村民按信用评分的高低分为
三个信用等级，信用评分在 90 分以
上的 4 名村民被评为 AAA 级，信用
评分在80至90分之间的7名村民被
评为 AA 级，信用评分在 70 至 80 分
之间的218名村民被评为A级。

忠信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
主任谷庆国说：“这个信用评分经过
村民小组初评、村‘两委’班子复评，
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公示后，交由人
民银行复核才最终确定的。可以说
是层层把关，如果谁不守信用，根本
就上不了公示板。”

一边说着，谷庆国还专门让记
者看一下公示板最下端的备注，以
显示评分的权威性。

“影响信用等级评定因素有资产
经营能力或经济实力、偿还能力、信用
记录、道德品质，对以上评定结果有异
议者可通过村委会反映至西丰县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大声地读完备注后，谷庆国还
专门强调了一下这个公示板的重要
性，“上这个公示板的村民，就可以
向银行申请信用贷款，最多能贷300
万元。现在在咱们村，这个信用等
级就是名声。谁家要是AA级、AAA
级，给孩子说对象时都要特意提一
下，说明他家在村里是大伙儿公认
的‘过日子人家’。”

有了这块公示板，信用在忠信
村不仅有了形态，而且有了价值。

更刻镇地处半山丘陵地带，柞

蚕放养、食用菌栽培、山野菜种植
等 特 色 产 业 具 有 良 好 的 发 展 基
础。仅忠信村，在市场部门正式注
册的从事蚕茧收购的个体工商户
就有近 40 户。

村民牛立是其中之一，作为后
起之秀，他现在每年收货量在5万公
斤以上。记者一提起信用评分的
事，牛立笑着举起了五指张开的右
手，满脸自豪地说，“我的信用现在
值50万元！”

牛立说的“50 万元”，是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给他授信的额度为50万
元的“e 捷贷”。打开自己的手机银
行，牛立专门给记者演示起这 50 万
元的信用贷带给他的诸多便利，“这
个贷款，用着方便，还省钱。”

办理时，牛立也就跑了两趟，先
是拿着营业执照去银行提交申请，
两天后接到电话通知再去签个字，
银行就放款了。牛立说：“银行一
查，我是忠信村的，是邮储银行授予
的信用村，全村都没有不良信用记
录，直接就过了第一关；再查我个
人，也没有不良信用记录，就审核通
过了。放完款后，这 50 万元的额度
就在我的手机银行账户里，随时都
可以用。”

为了说明信用有价值，牛立还
对比了一下其他的贷款。“这个信用
贷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钱在你账上，
随时可以用，随时可以还。用了多
少钱、用了多长时间就付相应的利
息，没用的钱也不用付利息。我这
50 万元的贷款，每年在利息上就能
节省一两万元。”

“我的信用现在值50万元！”

经过几年时间的持续推进，西丰
县半数以上的农户被评定为信用户，
超过五成的行政村被评定为信用村，
超过三成的乡镇被评定为信用镇。
全县174个行政村安装了信用评级
公示牌，覆盖率达到100%。

有了这样的农村信用环境，各
级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实际，迅速推
出针对“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

（镇）”的金融扶持政策，最大限度
地简化贷款流程，降低优质贷款门
槛，为信用户提供免担保、免抵押、
利率优惠的信用信贷产品，助力信
用户发展产业。

原来是“贷款难”，有了信用评级
后，情况发生了逆转。谷庆国说：“最
近这几年，一到开春，一到收蚕茧的季
节，银行的信贷员就到村上来抢人，都
怕自己的优质客户被别人抢走了。”

随着跟银行打交道次数增多，
村民发现，信用确实是一个无价之

宝。信用户的等级越高，银行给的
信贷额度和利率优惠程度就越
高。如果有一个人失信了，可能就
会影响一个村的信用。村民王福
明给记者举了失信的例子。事情
发生在邻村的广顺屯，一个村民贷
款逾期后，躲了起来。此后的几年
里，整个屯子的贷款都被金融机构
给停了，到现在也没缓过来。

因为一个人失信，整个屯子都
受到了连累。这件事传遍西丰县
后，村民对个人信用更加看重。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给村民带
来了看得见的变化。

有了金融活水，西丰县的蚕茧
加工、食用菌、药材、山野菜等特色
产业蓬勃发展，不仅涌现了一大批
会经营善管理的农村实用人才，还
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

有了良性发展环境，各类生产要
素的活力得到激发，有力地促进了西

丰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今年，面对疫
情的影响，西丰县仍然保持良好发展
态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
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等指标都位
居全市前列。

有了信用评分和信用村镇评选，
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友善互助的人
多了，踏实做人、一心干事的人多
了，守信践诺、诚信经营的人多了，
有力地推动了乡风文明。更刻镇
党委书记李波说：“这几年的信用
体系建设，让村民看到了诚信的价
值。大家都发现，诚信这个事儿跟
每个人都有关，不该干的事都不干
了，这对农村社会治理、对优化营商
环境，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铁岭市正在深入挖掘西
丰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成功经
验，未来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
广，助推营商环境全面优化。

从信用体系入手优化营商环境

威远堡镇四家子村村民在加工榛子。 郑晓丹 摄

通过农村信用环境建设，西丰县推动了乡风文明，优化了营商环境。 西丰县委宣传部供图

铁岭时讯SHIXUN

在信用贷款助力下，忠信村的蚕茧收购点已达40个。 马婧媛 摄

谷庆国向记者讲述信用评级的办法。 本报记者 李 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