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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R

■深度观察R

“小阳兄弟，你晒黑了。”

“哈哈，咱也忙春耕嘞！”

3 月 初 的 一 天 ，广 西 桂 林 市 龙 胜 各 族 自 治

县，被称为“小阳兄弟”的年轻人阳胜华奔走在山

区，热情地和农民们拉呱。那憨直的笑容、透亮

的眼神、高壮的身板，正像他身后朝气蓬勃的春

日山林。

“忙春耕”的阳胜华不是农民，而是龙胜农商行

的一名乡村信贷员。和千千万万乡村信贷员一样，

阳胜华用脚步丈量着一条条山路，让金融“活水”

流向一户户农民，支持他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把村民的事当自己的事
刚开始村民们十有八九

不 理 他 ，甚 至 有 人 放 狗 咬
他。阳胜华真心实意地为乡
亲 们 办 事 ，大 家 认 下 了 这 位

“小阳兄弟”

龙胜美。山叠山、水连水。龙脊梯田、古壮

寨等景点名声在外。

大山藏美景，却也一度困住了龙胜。这里

“九山半水半分田”，2012 年底全县农村贫困发生

率为 42.9%。

“家乡不能再穷下去了，要尽快把信贷服务

送到乡亲们身边，帮他们脱贫致富。”阳胜华翻山

越岭，满怀热情地推介贷款，没想到却被泼了一

盆冷水。

“家家户户缺资金，可十有八九不理我。能

搭上话的，刚一开口推介贷款，人家就往外轰人，

甚至有村民放狗咬我。”

为啥“你情”没换来“我愿”？一打听，乡亲们

私下聊天时这样说——

“啥贷款！八成是骗子！”

“万一还不上款，怕是要挨重罚！莫如老老

实实穷着。”

…………

阳胜华琢磨：大山里信息封闭，不少村民对

金融服务不了解，陌生人突然上门放贷，心里犯

嘀咕在所难免。要想推介贷款，得先让乡亲们认

可他这个人。

说干就干。阳胜华专门为村民们建起金融

服务微信群，不管大事小情，谁在群里吱一声，他

能帮忙的绝不含糊。

有 天 夜 里 ，一 位 阿 婆 在 群 里 焦 急 地 求 救 ：

“ATM 机吞了银行卡，卡里存着我几乎全部积

蓄，卡和钱要不回来怎么办？”

阳胜华安慰阿婆：“别担心，卡和钱都没事

儿，您先安心回家休息，这事儿我帮您解决！”

第二天，银行一开门，阳胜华就取出卡，又送卡

上门。“老人家悬着的心落了地，别提多高兴了。为

这，好多人在群里给我点赞，我心里热乎乎的。”

每逢赶集，许多村民来银行网点存取款。阳

胜华搬椅子、送茶水，让大家歇歇脚。乡亲们化

肥种子、鸡鸭鹅狗聊得起劲儿，他就顺着这些话

题，讲怎么申请贷款、如何防诈骗。

“小阳兄弟讲的防范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知

识很管用。”泗水乡里茶村一位村民说，有一回，

在城里做生意的同乡老刘打来电话，向村民们借

钱，说是来年返还本金加两成利，有的村民动心

了。“听了小阳兄弟讲的知识，我才知道这种‘集

资’不可信，后来老刘果然没了踪影！”

下乡时，碰到村民在田间林下干活需要搭把

手，阳胜华撸起袖子就上；开车遇到村民走山路，

他就喊人家来搭车。

一来二去，从陌生到信任，村民们认下了他这

位“小阳兄弟”，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信贷服务。

记者注意到，在阳胜华工作过的泗水乡、龙

脊镇等地，沿途遇到村民和他打招呼，他都能喊

出 对 方 名 字 ，记 得 谁 家 搞 了 啥 营 生 ，需 要 哪 类

贷款。

“你的记性可真好！”记者感叹。

“要把村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阳胜华说，

这几年风里雨里，他不知走过多少里山路，而通

往村民心里的那“最后一里”最难走，走通后也让

他收获了最多感动。

他送来的贷款对路子
为种罗汉果的果农推出

“罗汉果致富贷”，给龙脊梯
田景点边办民宿的村民提供

“龙脊金旅贷”

工作中，阳胜华逐渐认识到，村村户户干着

不同营生，生产经营水平和实际资金需求有差

异，必须量体裁衣设计贷款产品，为农户脱贫致

富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

在泗水乡细门村，山坡上稀稀落落竖着几处

破破烂烂、横钉竖铆的木棚子。

“老余原来就住这样的旧屋，咱今天去瞧瞧

他的新房。”阳胜华说。

村民余书海的两层砖楼就建在路边，门口还

停着崭新的小汽车。见阳胜华带记者来，老余连

忙把我们让进屋，张罗着摆水果、沏油茶，兴致勃

勃地打开了话匣子。

“头些年我外出打工，赚钱养活一家人没问

题。可 2016 年孩子他妈病了，我只好回乡来，一

边照顾家人一边种两亩罗汉果，一年收入不到 1
万元。”老余说，那时日子紧巴巴，成了建档立卡

贫困户。

“种罗汉果其实是咱家传的营生，果子个顶

个好。我也想多种几亩，可缺资金啊。”老余细

算账，1 亩罗汉果的株苗、肥料，搭棚、拉网，加

上请人帮忙的开销，成本得有两三千元。可如

果不想法子扩大生产，穷日子周而复始，脱贫从

何谈起？

此外，还有个卖难的问题。“市场行情变化

快，一颗大果有时收购价 1 元，有时只能卖 3 毛。

万一没人来收果，一分钱都赚不着……”老余愁

得睡觉都不香。

2017 年初，下乡走访的阳胜华得知老余“资

金难、卖果难”的情况，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可以

申请新推出的‘罗汉果致富贷’啊。”

这个贷款有啥好？免抵押、免担保、利息低、

压力小，就是有一条，要想贷款，得买合作社 5 元

一株的保价苗。

“ 普 通 苗 才 2 元 ，保 价 苗 贵 1 倍 多 ，凭 啥 要

买？”老余不解。

“保价苗品质好、出果多、防虫扰。最重要的

是合作社能保价收果，不愁卖不出去。市场收价

高，就按行情卖；市场价 3 毛，咱按 5 毛保价收。”

阳胜华说。

“不仅放贷款，还给收入‘上保险’，说到了咱

心坎上。”老余听罢，乐呵呵地申请了 4 万元贷

款，购买保价苗扩大种植面积，收入连年涨，顺利

脱了贫。“今年扩大到 20 多亩，一年比一年强！”

“罗汉果致富贷”正是阳胜华精准放贷的“得

意之作”。多年来，当地不少罗汉果农面临两大

难：一是市场波动大，收入不稳定；二是缺抵押，

申请贷款难。“把准了脉，咱就对症下药。我建议

龙胜农商行开发这款产品，引导农户种植保价罗

汉果。农民收入稳定了，银行也愿意在没有抵押

物的情况下放贷。”

“小阳兄弟送来的贷款真对路子！”龙脊镇大

寨村的余弟生也有话说。

“大寨村紧邻龙脊梯田景点。趁着乡村旅游

热，我用扶贫小额信贷开起餐馆，成功脱贫。开餐

馆还不够，想致富，得办民宿。但盖民宿资金需求

大，拿不出抵押物，想贷款不容易。”余弟生说。

“再者，不少村民缺乏民宿经营经验，拿到贷

款后怎么保证生意兴、能赚钱？”阳胜华动了一番

脑筋，“龙脊金旅贷”应运而生。

“村里一些能人早年间就办起旅馆、民宿，生

意红火，村民可以请他们担保申请贷款，有了能

人担保、指导，‘先富’带‘后富’，贷款户就能把民

宿办好。”阳胜华说，考虑到办民宿一两年内难以

收回成本，在设计产品时，他把“龙脊金旅贷”还

款周期设计为三年，更精准地匹配农户需求。

余弟生说，他办民宿有两个“军师”：一个是

担保人，另一个是阳胜华。“小阳兄弟给我出了不

少好主意呢！”

“客房装修要让顾客看着悦目、住着舒心”

“靠停车场拉客可不行，得加强网络营销”……阳

胜华的“妙计”余弟生照单全收，推出特色主题房

间，还将照片发布在平台网站上，果然客人越来

越多。生意越做越大的余弟生，高高兴兴地还上

了贷款。

阳胜华说，目前大寨村旅游业发展良好，“龙

脊金旅贷”几乎没有出现不良贷款。这几年，经

阳胜华审批发放的贷款有 2400 多笔，累计金额

约 3.6 亿元，精准有力地支持了农户生产经营。

库区移民补助权利质押贷款、林权抵押贷

款、牲畜活体抵押贷款……在广西，像龙胜农商

行这样的金融创新还有很多，有针对性地缓解了

“三农”融资难题。

放眼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扶贫小额

信贷、扶贫再贷款等政策落地见效，金融精准扶

贫贷款发放 9.2 万亿元，帮助千家万户用双手创

造幸福生活。

工作笔记像“百科全书”
一问罗汉果种植亩数，就

判断出申请贷款的用途有蹊
跷；一握手，就知道自称“庄稼
汉”的借款人不是真种地的

翻开阳胜华的工作笔记，里面不光有信贷业

务，更像一本“百科全书”：罗汉果、百香果、菌类、

辣椒种植时令、防灾减灾技术；餐馆、酒店经营指

南，防火防盗注意事项……村民们的营生，他都

记了个一二三。

阳胜华解释，一些农户对拿到贷款后做什么

营生、要应对哪些风险等问题并不清楚，作为乡

村信贷员，他必须啥都懂一些，这样才能帮农户

增收，“如果他们增收没准头，银行就会面临呆坏

账风险。”为了防控贷款风险，阳胜华处处留心，

既努力应贷尽贷，又确保贷得出、收得回。

懂农活儿、了解乡村生活，帮阳胜华识别过

骗贷。

一次，一个罗汉果农来申请 5 万元贷款，说

是想多种几亩地。“问他打算种多少，他说七八

亩，我一合计，8 亩地成本大概 2 万元，要 5 万元干

什么？其中定有蹊跷。一追问，说了实话：是打

算拿去高消费的。”阳胜华说。

“还有一回，一个中年男人到银行申请贷款，

说是家里种地缺资金。”阳胜华说，跟这位大哥一

握手，就摸清了对方的底，“种过地的手全是老

茧，这位‘庄稼汉’倒好，手上光溜得跟小姑娘似

的，肯定不是真种地的。”

止住了骗贷，也要对付“老赖”。

有一位农户明知贷款得还，也挣了钱，到该还

款时却拉下脸赖账。“我就还不上，银行能怎样？”

“且不说欠了钱该还，你看村里老唐，贷款建了

民宿，挣钱马上还；啥时再需要资金，银行还放贷给

他，而且额度更高。不信，你去问问他？再说，赖账

留下记录后，哪家银行都不敢再贷款给你了，你不

想想以后咋办？”阳胜华的话入情入理。掰清楚了

这个理儿，这个农户心甘情愿地还上了到期贷款。

阳胜华说，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信贷服

务风险高、利润薄。为此，乡村信贷员要熟悉掌

握形形色色的情况，积累方方面面的经验，使用

一些符合农村实际的“土办法”，这样才能更好地

降低贷款风险，让农村金融服务更可持续。

为有效防控贷款风险，像这样的“土办法”

还有一些——

一是评定“信用村”。“产业发展潜力大、居民信

用普遍良好的龙脊镇，以及泗水乡的 5个村被评为

‘信用村’，全村农户申请 10 万元以下贷款可享受

利率优惠。”阳胜华说，“但如果该村贷款违约率升

高，就可能被取消‘信用村’，村民便享受不到优惠

政策。”这种方式挖掘“熟人社会”相互监督功能，

村民们谁都不好意思连累大家，守信蔚然成风。

二是贷款资金“闭环管理”。县里引进农业

龙头企业，农户要贷款购买生产资料，银行将贷

款发放给龙头企业，企业将生产资料发放给农

户，从而有效防止骗贷和挪用贷款等情况。

苦涩背后分外甜
有 一 次 ，山 路 上 刮 起 狂

风，树枝、沙石往身上、脸上
砸，根本看不见路，只觉得山
上的石头轰隆隆往下滚

在阳胜华的办公室，一沓记录他职业历程的

老照片引起了记者注意。其中，一辆蓝色摩托车

在照片中由新转旧。

“刚工作那会儿，不少山区没修路，弯多道

窄，汽车进不去，只能靠摩托车甚至步行。最远

的人家，去一趟得两个小时。”阳胜华说，这辆摩

托车是陪伴他走过无数山路的“伙伴”。

阳胜华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去高山上的

泗水乡洪家组。

“傍晚下山，山路上就我和同伴两个人。一

会儿工夫，天全黑了，刮起狂风，树枝、沙石往身

上、脸上砸，根本看不见路，只觉得山上的石头轰

隆隆往下滚。”现在回想起来，身高近一米八的阳

胜华仍有些后怕。

山高路远，乡村信贷员的工作条件艰苦，是

什么让阳胜华一路坚持？

“苦归苦，累归累，但看到乡亲们吃好穿暖、住

上新房、开上汽车，看到家乡面貌一天天在变，我

就会有成就感。特别是我自己有了孩子、当了父

亲后，看到那些父母留在家乡有活干，不再是留守

儿童的孩子们干干净净、穿着漂亮衣服去学校，一

张张小脸笑得那么灿烂，我就特别有干劲儿！”

更让阳胜华欣慰的是乡亲们的认可。如今

他进村走访，常有农户摆上自家酿的水酒，这是

当地人招待亲朋好友的方式。

水酒味道如何？“老实说，入口时会有些苦

涩、辣嘴，但回味起来，却又别有一股甘甜。就是

这苦涩背后的甜，让人分外满足吧。”阳胜华说。

“可喜的是，这些年来，乡村信贷员的工作条

件在不断改善。”阳胜华说，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

进，农村道路状况越来越好，信息化水平也不断

提高。“我大学学的是编程，也算学有所用，研发

了一款信贷助手软件，可以简化申办流程。现在

全行都在用，最快 3 分钟就能签字办贷，农户小

额贷款当天办理、当天发放，客户体验和工作效

率都大大提高。”

广西桂林龙胜农商行的乡村信贷员阳胜华奔走山区，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

翻山越岭，把信贷服务送上门
本报记者 屈信明

陪阳胜华在乡间走访时，每到一户人家，

村民都会热情地摆出自家做的油茶、水酒、腊

肉等招待我们。看得出，村民们用贷款助力发

展生产，日子越过越红火，是真心实意地感谢

乡村信贷员的帮助。这样的情形并非个例，近

年来笔者到脱贫攻坚一线采访，常常被乡村信

贷员与村民间的故事所打动。

如今，一些农村仍是金融服务的“洼地”：

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观念不新，推介不易；小

额信贷居多，单笔贷款人力物力成本高、利润

薄；农业往往靠天吃饭、农民收入不稳，农户没

抵押、缺担保，贷款风险也高。

填平“洼地”靠什么？靠金融支农政策加

大力度、精准滴灌，也离不开像“小阳兄弟”那

样的乡村信贷员们的勤恳耕耘：除了不辞辛苦

奔走乡间搞调查、苦口婆心做推介，还要让信

贷业务紧扣农业农村生产经营实际，精准推出

适合农户的贷款产品，并实现支持农户发展和

防控信贷风险“两不误”。

未来，要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力度，依然离不开千千万

万个“小阳兄弟”的艰苦努力和默默奉献，应

当 对 乡 村 信 贷 员 的 工 作 给 予 更 多 支 持 。 监

管部门应优化相关绩效考核评价标准，银行

要落实落细信贷员尽职免责制度，更好保护

他们的积极性；要尊重和鼓励乡村信贷员们

行之有效的创新实践，让“接地气、见效益”

的 信 贷 产 品 和 服 务 模 式 更 好 推 广 ；要 创 新

“三农”信贷的风险补偿机制，实现银行、保

险、期货等金融机构和农村经营主体之间的

联 动 ，降 低 农 户 贷 款 风 险 ；还 要 让 金 融 科 技

“翅膀”越来越强健，帮助信贷员更便捷、高

效地把资金“活水”送到更广阔的田野山乡、

滋润千村万户。

致敬！农村金融的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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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阳胜华（左）在果园查看罗汉果长势。 张 敏摄

图②：阳胜华（右）在余书海家询问罗汉果收获情况。 屈信明摄

图③：余弟生（左一）向阳胜华（右一）介绍自家旅馆近期经营状况。 覃楚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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