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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成果展示。

金融消费维权宣传。

送金融服务到乡村。

金融服务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

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发展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发展。。 记者记者 毛利涛毛利涛 摄摄

普惠金融，共建共享。自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至2023年国务院发
布《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
来，昭通市普惠金融历经十年的长足发展，服务机制
更加健全、金融产品更加丰富、服务成本稳步下降，
覆盖率和可获得性持续提高。

这十年中，昭通银行业保险业为昭通告别贫困
历史提供了金融支撑，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金融保障，为小微企业发展探索
出了金融服务的“昭通路径”，为昭通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金融智慧。

交出助力脱贫攻坚的“昭通答卷”

累计投放农村公路贷款61.8亿元，7个深度贫困
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10亿元扶贫
过桥贷款，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贷款 30.7亿元，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贷款51.2亿元……

这是一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昭通市分行（以下
简称“昭通市分行”）在脱贫攻坚期间投放的贷款数
据，也是昭通金融系统为昭通脱贫攻坚提供金融支
持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昭通市分行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交通改善，全力服务“四好农村路”建设、补齐交通
基础设施短板、发展路衍经济、支持强农惠农高速公
路建设。获批农村公路贷款 106.9 亿元，累计投放
61.8亿元。先后投放了水富港9.2亿元农村路网建设
贷款、7个深度贫困县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
路项目 10亿元扶贫过桥贷款、50亿元镇雄县城—果
珠火车站—大湾公路建设项目贷款等，为一条条百
姓增收“致富路”提供资金保障。

“十三五”期间，昭通市分行累计投放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贷款30.7亿元，涉及366个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搬迁 35415 户 147692 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
后，该行以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为支撑点，累计投
放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贷款 51.2亿元，目前已支
持800人以上大中型集中安置区12个，其中9个为万
人安置区，为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后半篇文
章”下足功夫。

2020 年，昭通取得了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历史
性成就。昭通曾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贫
困人口高达 184.37万人，分别占全国、全省贫困人口
数量的1.87%和24.5%，昭通银行业保险业积极作为，
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金融支撑。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
公里”。昭通辖区内已构建完善“物理网点+自助设
备+普惠金融服务网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农
村金融服务体系，截至2023年末，昭通辖区内共有41
家银行保险机构，527个金融服务营业网点、559个自
助银行，实现了基础金融服务在县、乡、村的全覆
盖。近年来，昭通市还成功引进交通银行、红塔银
行、锦泰财险 3 家市级机构，新设县域分支机构 16
个，基本满足农村居民小额取现、转账汇款、缴费、消
费、余额查询等金融服务需求。

加大脱贫人口信贷供给，铺筑脱贫人口增收“致
富路”。锚定全市脱贫人口和“三类”监测对象，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昭通监管分局（以下简称“昭通监
管分局”）下发《抓实小额信贷促进脱贫人口和监测
对象增收方案》等文件，辖区内银行机构建立“5万元
贴息贷+5 万元低息贷+补充性商业贷款”的“5+5+
N”贷款模式。截至 2023年末，昭通市脱贫人口小额
信贷余额 46.4 亿元，占全省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
21%。10 年间，昭通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累计投放
226.12亿元，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连续保持全省投放量
第一、余额第一。

加大农村保险保障力度，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重点关注27.13万特殊群体（23.06万“三类”
监测对象、4.07万救助对象），印发昭通市政策性防贫

保险实施方案，积极推动“防返贫险”落地，主动向市
委、市政府争取为期 3年的财政资助政策，使 4.07万
救助对象保费均由财政全额承担，年均撬动 1667万
元的地方财政资助资金投入，有效增强对无业可扶、
无力致富的低收入群体兜底保障作用。自防返贫险
实施以来，累计为 3.86万户“三类对象”发放理赔金
1.13亿元，理赔规模位居全省第一。成功上线“昭通
惠民保”，将185.07万脱贫人口、22.29万易返贫对象、
5.98万医疗救助对象全部纳入承保范围，并在全省率
先争取财政资金资助参保，年均撬动 1728万元财政
资金投入，进一步筑牢了防返贫兜底保障网。加大
农险扩面、提质，联合有关部门出台《昭通市地方优
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实施方案》，对县域优势特色农产
品保险实行以奖代补，截至2023年末，全市农业保险
参保农户 139.9万户，是十年前的 4.7倍，承保标的数
量达 1502.62万、保障金额 80.93亿元，分别较十年前
增长1659%、1854%。

打造助力乡村振兴的“昭通样本”

“农行是贷款支持我们企业发展的首家银行，也
是支持力度最大的一家银行，帮了我们企业大忙
了”。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炳伟介绍，在
公司 10 万亩“昭阳红”苹果产业示范基地建设过程
中，农行昭通分行曾投放贷款1亿元。

正是昭通市分行等银行机构的“雪中送炭”，该
公司通过土地流转、聘用务工人员、果园托管等形
式，已形成集苹果种植、技术研发、冷链物流和销售
于一体的产业链。公司通过提高农户参与产业发展
比重，拓展联农带农模式，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6岁的李明响在基地务工一年，通过学习，他已经从
一名普通的庄稼人成长为懂技术的产业工人。他目
前负责管理一片果园，每年不仅能领取 6万元工资，
家里流转的 10 亩土地还可获得近万元的土地流转
金。37岁的马真美和丈夫去年托管了100亩果园，挣
了六七万元不说，靠着学来的管护技术，她还在家试
种了2亩多苹果。

截至 2023年末，全市苹果产业贷款余额 8.63亿
元，金融助力苹果产业综合产值达 110 亿元，带动
52.7万余人增收，苹果产业已成为我市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10年来，昭通大力发展六大高原特色产业，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充分把握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各项
要求，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目标任务，联动昭通
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原金融办等部门制定工
作方案，推动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村产业
发展升级，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编制指数”促进高原特色种植业升级。围绕全
市打造“百亿元”天麻产业目标，主导编制彝良天麻
产业指数并在国家发改委网站进行发布，以数据化、
信息化形式呈现天麻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全
面提高金融支持天麻产业的精准性、前瞻性，有效提
升昭通天麻产业的综合价值。截至 2023年末，全市
天麻产业贷款余额 4.89亿元。辖区内各保险公司根
据天麻“产业指数”创新“价格指数保险”产品 3 个。
持续引导各银行保险机构把“产业指数”“价格指数
保险”经验运用推广到高原特色六大产业，全面推动
全市高原特色种植业升级。

“生物识别”助力高原特色畜牧业破题。下发
《关于推广“智慧活体抵押畜牧贷”促进全市高原特
色养殖业发展的通知》，积极探索推动活体抵押贷款
落地昭通，并在全市 5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推广，
借助生物活体识别技术解决活体抵押物难管理、难
识别问题，有效解决养殖户融资困扰。截至 2023年
末，全市特色养殖业贷款余额71.76亿元。

“数据共享”推动生产流通融资对接转型。积极
搭建平台，实现市农业农村局和市乡村振兴局的相
关数据与各银行机构共享，推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探索建立“农户评级授信信息运用管理系统”，整合
信息采集、授信管理、贷后管理等5大功能，精准对接
粮食、畜牧业、特色农业市场主体金融需求，及时解
决农户在生产流通环节的资金需求。截至 2023 年
末，为 1329个行政村提供“整村授信”额度 657.39亿
元，实现辖区内行政村全覆盖。

探索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的“昭通路径”

“在没有固定资产抵押的情况下，中国银行发放
给我们公司的这 50万元线上专利权质押贷款，解了
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昭通市金祥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有限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

“一县一主责行（司）”工作机制实施以来，中国
银行昭通市分行作为永善县的主责银行，千方百计
寻求业务突破口，为当地企业提供授信业务支持。
2023年初，中国银行昭通市分行在永善县走访时，发
现昭通市金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有流动资
金贷款需求，但苦于无有效固定资产抵押，难以在银行
获得贷款。通过了解，中国银行昭通市分行发现这个
公司拥有10多项实用型发明专利，且中国银行的线上
专利权质押贷款也刚好推出，随即向该公司提出了利
用专利权质押向中国银行申请线上贷款的授信方案，
最终成功以专利权质押的方式为企业投放了一笔50
万元的线上专利权质押贷款。该笔贷款为中国银行
云南分行投放的第一笔专利权质押线上贷款。

10年来，昭通小微金融服务覆盖面和可得性持
续提升。昭通监管分局统筹资源、汇聚力量，努力推
动帮扶市场主体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强化对小微企
业的金融服务。截至 2023年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 704.52 亿元，较 5 年前增加 115.11 亿元，增长
19.53% ，全 市 新 发 放 普 惠 型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利 率
4.58%，较5年前下降0.92个百分点，利率水平低于全
国水平，实现贷款利率稳中有降。

完善首贷服务机制。在全省率先创建“市中心+
10个县分中心、政务+金融”首贷服务新模式，推动昭
通市成为全省首家首贷服务中心市县全覆盖的地级
市，累计开展政策咨询 4616人次，发放宣传册 12333
份，新发放首贷户18287户、金额39.72亿元。

完善县域服务机制。针对县域金融服务不足以
及全市农业基础薄弱、农业保险覆盖率不高的问题，
创新实施“一县一主责行（司）”工作机制，以银保合
作、行行联动形式整合金融资源、贡献金融智慧、强
化金融保障，共同探寻城乡融合发展途径。自该机
制建立以来，各主责行（司）累计到县域走访 503次，
累计面向各县（市、区）政府、企业开展不同形式的金
融培训 119 余次。截至 2023 年末，昭通市存贷比为
83.55%，较10年前提升27.18个百分点。

探索金融示范区机制。配合市政府办下发《昭
通市“五位一体”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基地建设方
案》，按照“信贷+产业+涉农主体+融资担保+保险”
的“五位一体”模式，协调资源和资金、财政和金融推
动全市创新示范基地建设，为更多的小微企业提供
便捷服务。同时积极协助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申报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示范区，引入更多金融
资源促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昭通市连续两
年获得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示范区建设，累计获
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2250万元。

探索数字普惠创新机制。拟定昭通数字普惠创
新工作方案，建立数字普惠创新机制，组织开展“普
惠金融产品数字化开发创新展示”活动，从服务实体
经济和中小微企业角度出发，从客户体验感、数字化
程度、产品便捷度等方面选出作品通过网络投票评
比，评选出大关农商行“竹叶贷”、国寿财险昭通中支

“安心保”等8个优秀数字化产品，通过评比营造科技
产品创新氛围。

普进千村万企，惠及千家万户。站在十年的历
史节点，昭通监管分局始终秉持“金融为民”初心、践

行“金融强国”使命、厚植“金融报国”情怀，持续落实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惠金融发展要求，围绕昭
通“产、城、人”三篇文章和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战略部
署，积极引导辖内各机构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
性、人民性，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形成与昭通经
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人民需求相匹配的普惠金融
服务体系，把优质高效、普惠健康的金融服务送进千
家万户、田间地头。

答 卷 · 样 本 · 路 径
——昭通市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十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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