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贷款我贴息！
合力唱响农民“致富经”

新海南年终策划 06
2023年12月26日星期二

责编/温锦清 美编/孙春艳

文昌靠海，海边农民以海为
生，除了打渔，养殖海鲜也是他们
的祖传“手艺”。在文昌东郊镇海
滨的东郊椰林深处，符永援正在
精心照料着他50个池子里的东
风螺。

“东风螺也叫花螺，肉质好，
在市场上非常畅销。我这里有螺
苗孵化、成品螺养殖，一年的年产
值能达到100多万元。”望着眼前
养殖池里花螺满塘，他不禁感慨：
“要不是三年前农行给我批了农
民小额贷款，不可能有现在的好
光景。”

得益于海南农民小额贷款贴
息政策，符永援得到的农民小额
贷款有着利率低、无抵押、放款快
的特点，从而助力他的东风螺养
殖产业“开花结果”。

在海南，有超过150余万农
户像符永援这样因为农户小额贷
款贴息而受益。据悉，海南省农
民小额贷款贴息工作已连续11年
被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撬动金
融机构发放50万元以下农民小
额贷款超1200亿元。

□南国都市报记者唐龙波任桐

小小东风螺“贷”出好“钱”景

2005年，海南把东风螺养殖技术作为重大项目推

广。借着这一“东风”，家住文昌市东郊镇建华山村的农

民符永援，开始与朋友合作养殖东风螺。

“养东风螺很考验技术，其对水的要求比较高，吃的

东西也精贵，平常我们会用生蚝、鱿鱼等喂养。”符永援一

边跟着朋友学养殖技术，一边积攒经验扩大养殖规模。

至2020年，他已由最早的10个养殖池扩大到90多个。

也是这一年，为了响应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内东

风螺养殖场清退工作要求，符永援决定将养殖场搬迁至

新址。“东风螺很娇贵，温度、氧度、水的纯净度和盐度

都得考虑进去，这就意味着，建设新养殖场要投入不少

资金。”要扩大规模，要提高养殖水平，资金短缺成了符

永援心头的一块“石头”，于是他找到村委会求助。

建华山村是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分行创建的“党建+信

用村”之一，村委会将符永援的贷款申请交到农业银行文

昌东郊支行。该支行副行长张锐很快上门调研，并向他

介绍农民小额贷款的优点：享受财政贴息，利率很划算。

“从上交材料到放款，也就5天左右。”符永援拿到

20万元农民小额贷款，很快开启新养殖场的建设。

有了好的金融政策加持，如今，符永援的东风螺越

养越好，此前的20万元贷款早已还清。今年，他凭借着

良好的信用，又成功申请到50万元农民小额贷款，用于

养殖运营资金。

“就在旁边那片地，我打算再新建30个养殖池，这

个月准备动工。”符永援指着不远处椰林下的一片空地说。

“贷”动养牛户走上致富路

农民小额贷款助农增收的“密码”不仅藏在小小的

东风螺里，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农户小陈养殖的

100多头牛，同样有所体现。

2008年的一天，当小陈正在养猪场喂猪时，一个询问

的声音传来：“老乡，我是海口农商行的，看你养猪养得不

错，需要农民小额贷款扩大养殖规模吗？”

小陈回过头来，看到一位身着白衬衫、深色西裤的

小伙子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那时，我除了养猪，还养

鸽子，种槟榔、香蕉，但却觉得很迷茫，感觉这些产业

都不太理想。”小陈回忆道，那天是他和海口农商银行土

桥支行客户经理莫杰的初次认识，他们聊了很长时间，

最终确定向海口农商银行申请农民小额贷款，用于养牛。

首次审批了2万元，他买了3头海南本地黄牛，而

同时，他也慢慢缩减此前的养殖项目。

2009年，听说海南和牛有市场，他又将眼光投向海

南和牛的养殖。“那一年，我注册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

想带着村民们一起养和牛。可是和牛3年才出栏，4-5

年才能见到效益，村民看不到希望都撤资了。”

那时的他不得不“单打独斗”，但好在海口农商银行

一直给予他资金上的支持，让他把海南和牛养殖产业越

做越大。

2013年，有一个农户要出售30多头海南和牛，小

陈觉得牛不错，价格也合理，就交了订金准备一次性收

购。可是临到交钱时，却差几万块钱凑不够。他再一次

找到莫杰：“我这钱用得急，在办理流程合规的基础上，

能给我缩短放款期限吗？”

莫杰在业务流程合规的前提下，向支行提交贷款申

请，帮农户如期买到了牛。有了农民小额贷款的扶持，

他陆续停止了原先的养殖产业，只专心养牛。截至目

前，共养牛100多头，其中海南和牛80多头，海南本地

黄牛20多头。

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小陈坦言：“离不开海口农商

银行的帮助，每次我为钱发愁时，贷款就像一场及时

雨，帮我解决难题。”因为良好的借贷信用，小陈的授信

额度逐年上涨，目前他和爱人共有50万元的授信额度，

为下一步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一笔笔贷款 讲述助农故事

守一颗“金融为民”的初心，致力破解“三农”融

资难题，2010年，我省启动农民小额贷款贴息工作，推

动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小额、便捷、有效的信贷资金支

持。至今10余间年，一笔笔农民小额贷款，是农民创业

和扩大生产的希望源泉。在琼岛大地，关于农民小额贷

款的助农故事还有很多：

琼海市中原镇书斋村吴杰海从2018年开始申请农民

小额贷款，从最初放养10多头牛，到现在圈养200多头

牛。他的牛被卖到全省多个市县，特别受欢迎；

陵水新村镇海燕村杨书明夫妻二人，从2016年开始

多次申请农民小额贷款，用于深水养海鲡，养殖成品鱼

产量今年有望达到35万斤；

海口市新坡镇文山村周汝兴申请10万元农民小额贷

款，扩大冬季瓜菜种植规模，年收入从10多万元提高到

如今的100多万元；

临高新贤村脱贫户苏盖和妻子均是残疾人，2022年

他们申请5万元农民小额贷款，种植4亩石榴和10亩菠

萝蜜，今年已销售约7万多元，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2年，全省累计发放50万

元以下农民小额贷款1067.27亿元，累计143.45万户农

户受益，累计发放贴息及奖补资金32.52亿元。2023年

截至8月，全省累计发放50万元以下农民小额贷款155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70亿元的222%，累计发放15万户。

金融“活水”不断润泽着海南这片希望的田野，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记者在符永援的养殖场蹲点采访。记者郑光平摄

符永援查看东风螺生长情况。记者郑光平摄

陈庭佳给和牛喂草料。记者郑光平摄

扫
码
看
视
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