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10 月，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三生

环境与发展研究院、北大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联合

主办的三生共赢·2011 北京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贵

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安顺办事处主任、安顺农民工

金融服务中心党委书记胡良品作为特邀嘉宾在论坛上

作了题为《做好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是解决农民工问

题的有效途径》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有关专家认

为，安顺农信社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贴身服务农民工，

积极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力扶持“草根经济”的做

法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

11 月，全国农村信用社成立 60 周年表彰大会上，安

顺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段应安荣获中

国银监会、中银行业协会授予的“全国支农先进个人”称

号。此前，安顺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江苏服务点工作人

员甘斌荣获 2010 年度“全国银行业支农标兵”称号。

12 月 1 日，在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安顺模式”正式写入贵州省“十二五”金融业发

展专项规划。

12 月 9 日，在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全国金融服

务“三农”2011 年峰会上，安顺农信社以农民工金融服务

创新工作斩获“最佳社会责任奖”、“最佳金融产品奖”、

“最佳爱心公益奖”、“最佳社会贡献奖”四个奖项。

追溯“安顺模式”的形成过程以及产生的广泛效应，

“安顺模式”不仅促进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管理

创新模式，同时对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行业的新变革作出

了新的实践。

“安顺模式”创新金融服务

安 顺 市 在 外 务 工 人 员 51 万 人 ，占 人 口 总 数 的

19.2％，每年外出务工收入达 50 多亿元，是安顺市农民

增收脱贫的主要途径。由于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许多

外出农民工不会应用各种金融手段及时将务工收入平

安汇回家中，经常发生血汗钱被骗、被盗、被抢等事件。

同时，因受户籍限制，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金融机构无

法取得贷款支持，原籍信用社又因农民工长期外出，贷

款管理难度大而不愿放贷，农民工贷款遭遇“两头空”，

造成农民工金融服务缺失。

为更好地做好服务“三农”工作，解决农民工金融

服务缺失问题。2006 年，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安顺办事处

（以下简称安顺办事处）以紫云县农村信用联社为试点，

派出人员到农民工聚集地为农民工提供面对面金融服

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008 年初，安顺办事处在全国

率先成立“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在全市 6 县（区）农村

信用联社抽调人员分别到广东东莞、福建泉州、江苏无

锡、云南昆明、北京昌平、浙江浦江和慈溪等农民工聚集

地设立了 7 个服务点，为农民工提供金融、创业、维权、

就业等服务。

在服务农民工的工作中，为切实实现农民工金融服

务均等化，安顺办事处为农民工量身打造了“外出创业

贷款”、“返乡创业贷款”、“困难帮扶贷款”等信贷产品，

建立各项管理制度 23 项，并印制了“三卡一书”（汇款卡、

个 人 理 财 卡、联 系 卡，以 及《农 民 工 金 融 知 识 普 及 读

本》）。使服务外出农民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

截至日前，安顺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累计引导返乡

创业农民工达 12323 户，支持创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园 6

个，引进省外投资商 15 户，涉及小商品批发（零售）、建

材、运输、特色农业、装饰材料、水晶饰品、灯具、磨具等

32 个产业（行业），就地就近解决农村劳动力近 3.5 万

人。共办理农民工外出创业贷款 9835 笔，共计 15918.61

万元；办理返乡创业贷款 11682 笔，共计 24175.85 万元；

支持返乡人员发展小企业 201 户 15662 万元，带动就业

人数 21206 人；办理农民工困难帮扶贷款 128 笔，共计

197.75 万元。共为农民工提供维权信息 1068 条，帮助处

理解决农民工维权事件 119 起，为农民工追回赔偿金

419.17 万元；提供就业信息 5356 条，帮助就业人数 335

人；帮扶困难农民工 2159 人（次）；组织农民工累计汇款

到我市农村信用社 552412 笔，金额 308339.52 万元。

安顺农信社“服务跟着农民走”的做法引起了各界

的广泛关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贵州日报

等国内和省内 50 余家主流媒体（网站）作了 320 余次深

入报道。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在《国内动态清样》第

682 期上亲笔批示：可推广。贵州省委宣传部将安顺农

信社“服务跟着农民走”的做法誉为“安顺模式”，并发文

要求在全省推广。

2009 年 9 月，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亲临安

顺办事处视察指导，对“安顺模式”给予高度肯定。

2011 年 7 月 13 日，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在《人民日

报内参》上就《安顺农信社创新农民工金融服务新模式》

一文上批示：可扩大这种做法。

2011 年 7 月 23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组织在安顺召开

全省农民工金融服务经验推广现场会，时任贵州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东提出：进一步推广“安顺模式”。

“安顺模式”服务跟着农民走、服务跟着客户走，而

且将金融服务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放大和扩展，不仅

仅为企业自身发展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而且进一步

勇担社会责任，催生了金融行业创新的思维理念和服

务模式。

“安顺模式”创新社会管理

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无偿为农民工提供维权、讨

薪、困难帮扶、就业帮助、技能培训等方面服务。同时，

在地方党委的指导下，成立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

依托各驻外服务点建立外出农民共党支部、团支部，形

成“党委+服务网点+党支部+农民工党员+团组织+青

年团员+联络员+农民工”的管理服务新模式。

安顺市农村信用社在全市范围内积极实施“春风

工程”、“回归工程”、“普及工程”三大工程。春风工程，

即慰问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回归工程，即支持返乡农

民工创业就业；普及工程，即广泛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普

及金融知识，送金融服务进村入户。据统计，全市农村

信用社自“三大工程”以来，共走访慰问空巢老人及留守

儿童 13483 人（次）；发放慰问信 138013 份；帮助农民工

代办火（汽）车票 2982 人（次）；对农民工金融知识培训

3056 人次；收集用工信息送到各村组 12194 份；设立农

民工服务窗口 100 个；各基层社均开通了农民工金融服

务监督电话；印发金融知识宣传资料 162405 份；通过电

子墙及悬挂标语 542 条；收集农民工意见和建议 522 条；

进村入户为困难农民工家庭开展服务 19856 人次。

在开展服务工作中，工作人员了解到，在异地务工

的农民工中，农民工党员因为工作奔波而长期游离于党

组织之外。“党费不知向哪儿交，长期没参加过党员活

动，党的文件和政策也没有得到及时学习和贯彻”。农

民工党员的共同心声道出了他们对党组织的向往。

2011 年 1 月 18 日，安顺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正

式成立，并成立 6 个党支部。新成立的 6 个党支部共有

农民流动党员 102 名，收录农民工党员信息资料 265 人，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21 名，凝聚团员 500 多名。目前，各

党支部拟定了各项工作制度和工作目标，建立了流动党

员信息库和会议、活动记录等台帐。

同时，为强化对青年农民工的服务，支持贵州在外

务工青年农民工创业兴业，积累资本和学到技术后回乡

发展。通过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积极与地方团组织协

调联系，共青团贵州省委驻福建工作委员会、驻广东工

作委员会先后在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福建服务点、广东

服务点成立，为贵州省在福建和广东务工、创业青年提

供组织服务平台。现已发展市级团工委 2 个，企业团支

部 3 个，团员联络员 391 人。

安顺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驻省外党支部和团

工委的成立，为农民工党（团）员安了“家”。 对进一步

抓好农民工党（团）员的教育管理，增强农民工党（团）员

的党性观念，更好地发挥农民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积极探索农民工党（团）员流出地、流入地两地“共建

共管”管理模式创出了一条新路。

“安顺模式”激发“归雁经济”

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因为长期外出务工，家中子女、老

人无人照顾，土地荒芜，而且在务工地总是得不到均等的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经常遭遇侵权、蔑视、无辜伤害等。

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都有强烈的回乡创业意愿，但苦于

没有足够资金、没有单位牵头组织、没有政策扶持，不知道

如何选择创业项目等困难，所以想创业而不能创业。

2010 年，在“走出去”战略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基础上，省农村信用联社安顺办事处、农民工金

融服务中心又开始着手实施“请进来”战略，未雨绸缪整

合资源创建“返乡农民工创业园”，有计划、有组织地引

导、扶持、服务有技术、懂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截至今年 12 月，安顺市初步建立起以“镇宁返乡农

民工创业园”为代表的紫云坝羊，西秀七眼桥、旧州，镇

宁江龙、大山，关岭永宁等 7 个“返乡农民工创业园”，累

计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达 12323 户，引进省外投资商 15

户，涉及小商品批发（零售）、建材、运输、特色农业、装饰

材料、水晶饰品、灯具、磨具等 32 个产业（行业），就地就

近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 3.5 万人。

家住安顺镇宁县的刘华拖家带口外出务工 5 年多，

现在，因为得到农民工金融服务点的信贷和项目支持，

他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变成了老板。

刘华说，创业需要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撑，

“正在我犯愁的时候，农信社帮助解决资金问题，服务中

心帮助解决管理问题。”

安顺农村信用社积极引导扶持外出农民工返乡创

业、就近就地解决农民工就业的做法，不仅拉动了东部产

业向西部转移，加快了安顺市工业和城镇化发展步伐，拓

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而且缓解了外出农民工生产生

活成本过高、输入地治安管理难等一系列矛盾，在区域范

围内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为贵州乃至全国从根本上解

决农民工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在安顺两所屯，正在加工灯饰球的吴英妹告诉记

者，她将赚来的工钱和贷款从浙江买来 15 台机器，雇佣

同村人一起加工水晶灯饰。吴英妹为自己粗略算了一

笔账，除去各种开支，这一年应该她净赚近百万元。

吴英妹说，“金融服务中心考虑很周全，为了使利润

最大化，帮助我们联系买家，无须经过二手倒卖，使我们

拿到手的利润更多。”

在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工作中，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事无巨细，实行“一站式”、“保姆式”服务。父子矛盾、夫

妻吵架、债务纠纷、邻里不和，甚至农民工子女入学、婚

丧嫁娶、乔迁添丁等琐事，园区服务点均倾力帮助农民

工处理。为切实使返乡农民工创业园走向规范化、正规

化，在安顺办事处、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和园区服

务点的积极努力、协调和安顺市委、市总工会、商会、工

商联的关心、支持、帮助下，园区成立了返乡农民工党支

部、自发成立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工会、返乡农民工水晶

协会，使园区建设在各级、各部门的组织领导下健康发

展。为确保返乡农民工创业产业“引得进，留得住，出成

效”，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实行跟踪服务，将每个创业园

定为“四帮四促”帮扶点，目前为止，建立 12 个帮扶点，帮

扶对象 263 户，定点帮扶，适时服务。

去年，浙江老板任伟庆跟随大批返乡农民工来到安

顺市镇宁县水晶工业园区创业，随他而来的还有 400 万

元资金、加工技术、先进的管理等。

“没有安顺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水晶产业就不可

能在这里‘生根’。”作为一个外地的创业者，任伟庆同样

享受到了均等化的服务。

任伟庆说，整个创业园区至今都是农信社在支撑

着，“我就是冲着这里的金融服务来的，农民工在哪里，

我的工厂就在哪里。”

如今，走进每一个园区，见到的是返乡农民工自发

悬挂的标语：安顺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是返乡创业农民

工的贴心人；随处听到的话语是：农村信用社为返乡农

民工服务，真是太辛苦了！

“安顺模式”促进社会和谐

安顺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创新模式不仅拓宽了农民

增收致富的渠道，促进微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整合了社

会资源，而且是中国金融行业服务方式的一场革命。更

重要的是由于对农民工实施有效的管理，其辐射带动效

应对社会管理创新，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农村信用

社可持续发展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均具有极其重

大的意义和作用。

一是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聚合资源加速农村生

产力发展。大量农民工返乡后，主动将在外掌握的资源与

家乡各类资源有效对接，从事特色规模化种植、养殖及农副

产品加工业，并逐步形成以“种养加”带“贸工农”的发展格

局。拉动了物流、宾馆、餐饮、娱乐、医疗卫生等行业发展，开

创了“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新经济增长模式，而且还创造

了新的就业岗位，将剩余劳动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促进了基层党建和政府职能建设。由于安顺农

信社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在省外及返乡创业园均设

立了党支部，在对农民工党员进行有效管理和培养的同

时，还积极引导、支持他们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参与到

乡村治理、企业管理中。如：参与村（镇）干部竞选、参与企

业领导层竞聘等。既充分发挥了农民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又为新时期党的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充实了后备力

量。同时，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既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受益

者，亦是路线方针的传播者与执行者，他们在创业过程中

反馈的各类问题，又从客观的角度推动着政府职能转变。

三是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在安顺农信社

的奔走和努力下，返乡农民工大多都将创业项目落户在

城镇、县城和城郊结合部，既增加了集镇和县城的实际人

口，又增加了区域的经济总量，特别是扩大了税源，是一

种成本最低的小城镇扩张之路。其不仅缓解了地区就业

压力，促进了农民增收，而且还成为打破城乡二元制经济

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推手。

四是搭建招商引资平台，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造

良好环境。在安顺农信社的积极沟通、协商下，地方党

政部门结合招商引资实际，在政策框架内给予了农民工

返乡创业诸如简化办事程序、税费减免、信贷担保等支

持措施。这些优惠政策通过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省外

服务点及农民工的宣传，吸引了大批省外投资者，尤其

是东部沿海地区一些急需转移产业的企业更是表达了

强烈的投资意愿。

五是引回和培养了农村创业人才，为推动区域经济

发展夯实“人才根基”。返乡农民工通过股份合作制、股

份制、合伙、独资经营等多种经济形式，创办、领办、合办

企业，一方面吸引了资金及先进技术，尤其是人才等优

势资源向农村集中；另一方面为农村培育并储备了大批

具有市场开拓意识的创业人才，以这些人才为核心，以

企业为载体，势必大大提高区域的资源整合和“聚变”能

力，助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

六是培养农信社优质客户，促进信用社业务发展。

农村信用社倾情服务返乡农民工，与农民共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和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扩大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

同时，广大农民、农民工成为信用社的忠实客户，这对农

村信用社组织资金、营销贷款以及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均

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形成“社农双赢”的良好经营氛围，

为促进农村信用社健康可持续发展有重大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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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农村信用社实行“服务跟着农民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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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

■ 本报记者 姜 冰

20092009年年 99月月22日日，，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到安顺农村信用社视察工作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到安顺农村信用社视察工作。。右起右起：：蒋定之蒋定之、、王岩岫王岩岫（（贵州贵州

省银监局局长省银监局局长）、）、刘盛文刘盛文（（安顺银监分局局长安顺银监分局局长）、）、胡良品胡良品（（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安顺办事处主任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安顺办事处主任））

20092009 年国庆年国庆，，浙江服务点工作人员在慈溪街浙江服务点工作人员在慈溪街

头进行头进行““迎国庆迎国庆..庆中秋庆中秋””金融知识宣传金融知识宣传

江苏服务点在江苏省吴江市桃源与留守农民工交流江苏服务点在江苏省吴江市桃源与留守农民工交流

浙江服务点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向农民工宣传金融知识浙江服务点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向农民工宣传金融知识

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无锡支部委员会挂牌仪式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无锡支部委员会挂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