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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溪县创新优化“四大举措”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扶贫小额信贷不断链

蓬溪县是四川省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非贫困县，共有贫困村

83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2万人。该县科学研判新冠肺炎疫情

对脱贫攻坚的影响，找准疫情防控与当前工作的结合点，特别是在

用好金融扶贫政策、化解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方面，积极创新优化政

策宣传、贷款处置、金融服务、就业促进“四大举措”，确保扶贫

小额信贷“放得出、用得好、收得回、有效益”。截至2020年 1月

末，该县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5998.82万元，贷款余额5604万

元，逾期金额8.7万元，逾期率0.16%，逾期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 2 -

一、创新政策宣传方式，保障信贷政策信息“不断”

一是搭建金融防疫专班。将 83 名主动请缨的金融村官纳入

全县 20 个乡镇（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利用疫情期

间的“敲门”行动和地毯式排查契机，全面摸清贫困户信贷需求

和还款能力，建好人员动态信息台账，做到“贷、还”两手抓。

二是做好还款到期预警。疫情期间，县脱贫办会同金融机构将还

款到期预警时间提前至 45 天，由金融村官一对一温馨提示。对

暂时没有还款能力或有续贷意愿的贫困群众由属地金融村官通

过电话联系“线上登记”，确保此类贫困群众“贷、还”不断档。

由人民银行蓬溪支行提前通过微信、QQ 群等线上即时聊天工具，

以“发点球”的方式将到期还款名单反馈给属地乡镇，由各村组

以灵活方式催收。三是强化政策宣传引导。坚持“乡镇干部+金

融村官+村风控小组”工作体系，利用村三职干部对村情户情熟

悉的优势，以短信、微信、QQ 等方式“点对点”宣传扶贫小额

信贷政策法规，提示防疫小知识，引导贫困群众用手机办理“贷、

还”业务，阻绝新冠肺炎“人传人”现象。

二、灵活贷款处置方式，保障扶贫政策力度“不减”

一是协助还款一批。对有能力且有还款意愿的对象，由乡镇

统筹，主要采取委托代办、金融机构上门服务等方式进行“贷还”

工作。对确因特殊原因需要在银行网点进行当面办理的贷款业

务，在确保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由金融村官协助金融机构分

流办理。二是保险赔付一批。对因追偿无偿、确已形成损失的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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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按照保险公司、承贷银行、县委政府三方签订的扶贫小额信

贷保证保险协议约定确定各方权责，按 7:1.5:1.5 的分担比例及

时做好理赔工作。三是及时续贷一批。对于产业发展处在关键时

期仍需要资金支持的贫困户，由贫困户自愿提出续贷申请，乡镇

汇总后，根据疫情实际灵活选择线上（线下）方式办理相关业务，

保证贫困户生产发展资金需求不受疫情影响。四是灵活展期一

批。疫情期间，对于因疫情造成出行不便暂时无法线上偿还到期

贷款的贫困户，县脱贫办会同县金融机构，探索运用灵活展期机

制，对此类到期贷款及时展期，展期时间视地域疫情情况决定，

最长展期 6 个月，展期相关手续待疫情解除后补办。2020 年 1

月，全县扶贫小额信贷还款 218 笔 442.36 万元；保险赔付 3 笔

2.45 万元；续贷 25 笔 83.3 万元。

三、优化金融服务方式，保障业务工作办理“不乱”

一是推广试点服务。在条件具备的中心村、合并村已建成 6

个标准化金融服务站点，金融服务站点可以 24 小时办理现金存

取业务，安装了 AI 红外线体温检测仪对来站群众进行体温测量，

由专人值班值守，对站点进行全方位消毒处理。拟计划在 12 个

县域防疫卡口设置流动金融服务站点。二是开展网络办理。开通

保险理财、农户小额信贷、扶贫小额信贷等多项网上办理业务，

设立蜀信 e 惠生活体验终端机，通过“蜀信 e”实现农副产品网

络销售，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可享受“一站式”金融服务。通过承

贷金融机构手机 APP 和微信公众号等云端方式宣传疫情危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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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贫困群众网络、手机办理贷款、还款业务，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三是做好后续回访。针对疫情期间已办理贷款的贫困群众，金融

村官结合贷后检查情况就贷款户基本信息进行分类归档，对发展

产业信心不足的贫困群众，及时与驻村农技员研究精准措施，以

电话沟通、微信推送等方式向其推荐短、平、快的产业，待疫情

解除后，上门做好贷后管理和技术指导跟踪服务。

四、拓展就业促进方式，保障贫困群众收入“不少”

一是跟踪式全程服务。针对防疫一线人手严重短缺和贫困群

众外出务工心切的困境，属地金融村官积极与各乡镇挂片领导、

村组干部对全村有外出务工意愿的贫困群众人脉关系网络和自

身健康状况进行精准调查，组织开展体检、出具健康证明，确保

每个外出务工人员的健康安全。二是开放式增设岗位。引导已复

工的企业、工厂和专业合作组织，积极增设临时性扶贫公益特别

岗位，优先解决疫情期间无家庭收入的贫困群众，确保有劳动能

力的贷款家庭能有 1 名家庭成员实现稳定就业。三是一站式网络

招聘。以 10000、10086 和县人力资源网络专线为载体，对县域

内贫困群众发送“春风行动、战‘疫’同行”暨就业援助月活动

宣传，以短信、网络方式开展集中招聘，向特定人群推送扶贫公

益特别岗位。在打赢防疫阻击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线上服务优

势拓展就业渠道。四是居家式扶贫作坊建设。选择有一定基础的

来料加工项目，由企业或合作社牵头，由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服务，

建立“居家式”就业扶贫作坊，组织贫困群众以在家藤编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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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品制作及电子原配件组装、农产品初加工等方式实现就地就

近灵活就业，破解疫情带来的外出务工不便和增收难题。

分送：致公党中央；中农办，国务院扶贫办；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

市（州）及有关县（市、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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