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隽 通讯员 张靓

“3万元，5万元，10万元……”小小一本账簿，清楚记
录着自 2013年起，景宁菇农徐根养通过“政银保”这一农
村金融改革项目贷到的 5笔款项。

贷了还，还完再贷，银行的贷款额度逐年增加，老徐的
香菇事业也越做越大，摘掉了“贫困帽”的一家人，日子越
过越红火。

徐根养的脱贫致富故事，听起来简单而线性。但实际
上，支撑起这个故事的扶贫攻坚探索，远比故事表面所呈
现的复杂且深刻。

这八年，正是丽水全面深化扶贫改革、促进低收入农
户增收的八年。

自 2013年 1月扶贫改革试验区获批以来，丽水全面推
进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和社会扶贫三大体制，包含创新金
融扶贫体制等在内的 12个专题，涉及 41项内容的改革和
创新。

改革赋能，变资源为资本，敲开的是丽水低收入农户
奔小康的幸福之门。据统计，到 2019年，全市低收入农户
人数从 2013年的 26万户 62万人减少到 7.2万户 13.1万人，
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10732元，同比增长 14.5%，
增速连续四年居全省首位。

“扶贫政策改变了低收入农户的命运”

翻过一道又一道山坳，一个海拔 1000多米、四面环山
的宁静小村落——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地乡驮垟村渐渐出
现在眼前。

徐根养的老家，就在这里。他们一家，曾是村里有名
的低收入户。

“以前全家守着三四亩田种稻，一年到头忙农活，只够
填饱肚子。”在徐根养眼中，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并不美
好，而是与贫穷、落后和闭塞挂钩，“父母需要照顾，孩子们
又要读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为了改善生活，2010年，徐根养向亲友借钱搭起了简
易香菇棚，没想到次年遭遇台风，隔年又遇上雪灾，夫妻俩
不得不四处举债重整旗鼓，“就连买麦麸之类的原料，都得
赊账。”

那些年，四处奔波借钱种香菇，几乎成了徐根养夫妻俩
每年的“必修课”。“但借能借到几个钱？做大产业是不可能
的，几千段菌棒的规模，也就维持个温饱。”就在徐根养一筹
莫展之际，新出台的扶贫政策让一家人燃起了希望。

2011年起，景宁借助农村金融改革和丽水国家级扶贫
改革试验区的东风，在全国首创“银行贷款、政府贴息、保
险投保”的“政银保”小额扶贫贷款模式，实行由政府为低
收入农户提供贷款贴息并购买贷款保险、涉农金融机构凭
保单向低收入农户放贷的新机制，实现了农村扶贫由“输
血”向“造血”的转变。2013年开始，景宁开始对全县低收
入农户进行摸底排查，为发展产业有资金需求的低收入农
户提供金融服务。

“一听说这个政策，我马上向银行申请，很快拿到了 3
万元贷款。”“政银保”小额扶贫贷款给徐根养家带来的改变
立竿见影，当年他家的香菇销售额就翻了一倍，此后随着贷
款额度的逐年增加，一家人的香菇产业越做越大，如今年收
入已逾10万元，成功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命运。

“发展产业致富，是一个有资金门槛的选择，很容易将
老徐这样的低收入农户拦在门外。”景宁畲族自治县农业
农村局扶贫服务中心主任姚莉告诉记者，“政银保”项目实
施以来，和老徐一样获得创业贷款的低收入农户多达
16156人次，共发放贷款 8.31亿元。

“政银保”小额扶贫贷款模式，只是丽水创新金融扶贫
改革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全市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
比重常年保持在 50%左右。据中国人民大学评估，丽水市
农户贷款满足率达到32.2%，高出全省3.1个百分点，高出全

国23.6个百分点，高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9.1个百分点。

“进城安居，脱贫致富的心愿实现了”

让姚莉印象深刻的是，在约定还款期内最早还钱的，
总是老徐这样的低收入户。他们珍惜这样微小的信誉和
机会，也正是靠着这主动向上的劲头，目前“政银保”项目
的贷款不良率、保险理赔均为零。

而在政策层面，老徐们也因此获得了更加温情的回应
——虽然已经成功脱贫，但为了防止脱贫后出现返贫现
象，老徐至今仍能享受“政银保”的各项优惠。

不再为钱的事发愁之后，徐根养开始琢磨着如何在实
现“规模化”的同时达到“标准化”。

这几天，徐根养夫妻俩一直在菇棚里忙着用通气机给
菌棒通气。这台设备，是老徐拿到第一笔贷款后置办的第
一台机器。

一根菌棒得留几十个气口，过去全靠手工一个个扎。
老徐说，贷款到位后，他马上花 2000多元买了通气机，“只
要按下按钮，几秒就能完成通气工序，生产效率提高了十
几倍。”

即便是如此初级的“工业化生产”，也让老徐感受到了
技术的力量，也因此第一次动了“进城”的念头。

2015年，手头有了些积蓄的老徐一家从偏远的大地乡
搬到了县城鹤溪街道浮丘村。“进了城，大儿子读高中，小
儿子读小学，他们今后可不能再受穷了。”对徐根养来说，
进城带来的最重要价值，是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
而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有效方式。

如何让搬进城的“老徐们”融入城市生活？首先需要
建立一张从上到下、覆盖全市的扶贫网络，进而摸索出一
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以及严密的责权体系。

“丽水在扶贫改革中不断探索，在户籍、金融、教育、医
疗、产权等方方面面进行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创新异地
搬迁方式、化农民为市民，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化固产为动
产，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化资源为资本，构建大扶贫格局、
化分力为聚力’的脱贫减贫之路。”丽水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八年来，丽水持续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水
利产权、集体土地房屋产权、宅基地流转经营权改革，基本
实现农村产权全部可抵押，并完成了全部 2725 个行政村
的股份制改革，建立了现代农村产权制度和城乡统筹的产
权流转交易市场。

据统计，2019年底，全市林权、农房、土地抵押贷款余
额分别为 66.1亿元、56.5亿元、9.8亿元，市、县、乡三级联
网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累计完成线上公开交易近 290
宗、成交金额超 4亿元。

“进城不是终点，是美好生活的开始”

如今，徐根养建起了三个占地 2000多平方米的菇棚，
年产菌棒 5万多段，“我打算花 2万元把做菌棒的机器也买
了，日产量能达到 6000段。”

“徐根养是驮垟村较早受益于金融扶贫政策的低收入
农户。通过农村金融改革，让低收入农户享受免息免担保
贷款，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启动资金难题，还能让率先脱贫
的农户对周围的人形成示范效应。”驮垟村驻村干部柳成
杰告诉记者，今年他在走访时发现，村里不少低收入农户
以老徐为榜样，贷款创业并成功脱贫。

“除了创新农村金融政策为低收入农户解决产业发展
的资金需求外，我们还鼓励和扶持家庭农场、合作社，依托

‘景宁 600’品牌发展高山蔬菜、高山稻米、土蜂蜜、畜禽和
中药材等，带动低收入农户和广大农户共同增收。”据大地
乡扶贫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文海介绍，目前当地已发展高山
种植基地近 1600亩，加上土蜂、禽畜养殖，预计可为留守
群众增收 400多万元。

“景宁 600”生态产品区域公共品牌的创建，正是丽水
在扶贫改革探索中，创新“品牌扶贫”的成功尝试之一。

品牌农产品的市场体系是如何搭建的，像老徐这样的
农户并不完全清楚，但他们清楚的是，只要按照规范标准发
展种养业，就不再会遭遇靠天吃饭年代常见的亏本风险。

如今，“景宁 600”接连开辟“山海协作飞柜联盟”“邮乐
购”、直播带货等销售渠道解决低收入农户的销售难题，全
年销售额 6.1亿元，平均溢价率 35%，直接带动 1138户低收
入农户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通过全市上下的
共同努力，丽水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圆满胜利，九个县
（市、区）全部摘掉“欠发达”的帽子，集体经济薄弱村和农
村家庭年人均收入 8000元以下现象实现“双清零”，农民
收入和低收入农户收入增幅分别连续 11年、连续 4年位居
全省第一……

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是丽水扶贫改革试验不断创
新的成果。在脱贫攻坚之路上，越来越多的“老徐”，正在
绿水青山间绽放出幸福的笑颜。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
胜之年，也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随着农民变市民、固产变动产、资源为资本，
丽水在改革中激活了“人”“地”“钱”等资源要
素，为全市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八年来，围绕让贫
困群众增收致富、脱贫奔小康这一脱贫攻坚的最
大目标，丽水全面深化扶贫改革，从创新农民异
地搬迁方式、改革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创新社区管理
方式、创新就业创业方式、构建合作扶贫机制、创
新科技扶贫机制、创新金融扶贫体制等 41 个方
面改革创新，一路蹄疾步稳、勇毅笃行。

在莲都，从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实行城乡一
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不
再标注户口性质，取消了农业、非农业户口以及
由此而衍生的自理口粮户口、蓝印户口等各种户
口性质划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后，莲都区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4794 人，城镇转移人口落户
农村2096人，区外户口迁入6992人，户籍人口城
镇化增加7270人。

在云和，首创并一以贯之实施“小县大城”发
展战略，引导库区、高山远山和地质灾害点的农
民搬迁进城，累计搬迁农民 3.55 万人，其中搬迁
至县城达 2.2 万人。积极创新社区管理方式，
2014年分别在普光、大坪两个异地搬迁进城人员
较多的集聚小区专门成立新社区，将在小区居住
的人员全部纳入社区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完善社
区治理机制体系，让进城农民共享美好生活。

在松阳，自 2015 年以来，该县通过清产核
资、股份合作、平台搭建、三权抵押和模式创新等
途径，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
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盘活农村集体资
产，努力实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截至
2019年12月,林权抵押贷款、农房抵押贷款、农村
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分别是410笔5.19
亿元、2921 笔6.13 亿元、216 笔6449 万元。目前，
全县共有64家单位设立了担保互助社(其中涉农
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 7 家)，累计担保 6436 笔
65394.55万元。

……
砥砺前行，一个也不落下。丽水绘就了脱贫

攻坚中最美的 U 形曲线：九个县（市、区）成功摘
掉“欠发达”帽子，集体经济薄弱村和农村家庭年
人均收入 8000 元以下现象实现“双清零”，农民
收入和低收入农户收入增幅分别连续 11 年、连
续4年位居全省第一。

多年来，丽水通过创新扶贫开发模式、全面
推进产权改革、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完善大扶贫
格局等全面深化扶贫改革，从而形成了扶贫改革
的“丽水模式”。亮点纷呈的扶贫模式探索、脚踏
实地的扶贫改革创新，让丽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前进步伐愈加坚定有力。

“丽水式扶贫”
彰显改革的力量

■本报记者 沈隽

记者手记

““八年之变八年之变””改革赋能促成改革赋能促成
一段改革历程一段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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