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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农房“活”起来

“我们以前做柏籽加工
一直都是采用赊销的方式，
收货方回款特别慢，经常三
四个月不打款，就靠自己手
里这点钱根本没法扩大生
产。现在好了，国家出了好政
策，我通过农房抵押贷款模
式，以在自家宅基地上建造
的价值60万元的三层楼房为
抵押，向汶上中银富登村镇
银行贷款30万元，用于补充
中药材加工所需的流动资
金，家庭年收入已经超过20
万元，现如今咱农民致富更
容易了。”汶上县苑庄镇小秦
村村民梁全激动地说。

据介绍，汶上县苑庄镇
小秦村是全国著名的中药材
加工基地，其独创的柏籽加
工工艺作为一项传统手工技
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目前，该村有200余
农户从事中药材加工，均通
过农房抵押贷款方式，解决
了中药材加工资金短缺、压
货严重、账期长的问题。

据了解，为加速试点工
作推进，汶上县加快推进农
民住房确权颁证工作,先后2
次召开联席会议进行专题部
署，人行汶上县支行、国土资
源局、规划局等相关部门先
后到南京市六合区、温州乐
清市、瑞安市学习先进经验。
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全县
共分成6个标段同时推进招
标测绘、权属调查、登记公
示、确权颁证等工作，推动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住房
所有权实行“两证合一”，截
至9月底，全县农房不动产证
书颁证率达到34%，较5月末
提高28个百分点，为试点工
作深入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鼓动银行“干”起来

“因地制宜，在现有的法
律框架内探索适合汶上县实
际的农房贷款抵押担保方式
和抵押品处置方式是推动汶
上县农房抵押贷款增量扩面
的关键。”中国人民银行济宁
市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郑现中说，“人行济宁中支指
导汶上县支行联合各有关部
门大胆创新，多措并举，围绕
抵押品做好加减法，打通了
制约贷款投放的最后一公
里。”

据了解，为督促金融机
构积极开展农房抵押贷款业
务，人行汶上县支行印发了

《汶上县农民住房财产权抵
押贷款增量扩面“百日攻坚”
活动实施办法》，按月制定

“增量扩面”任务计划表，将
计划落实到具体责任银行和
责任人，并严格执行日调度、
周通报制度，5次对任务完成
好的金融机构进行通报表
扬，2次对推进不力的金融机
构进行督导、约谈。目前，全
县贷款试点银行由1家扩大
到5家，新增农房抵押贷款
23694 . 44万元，较5月末增长
236 . 5%。

同时，为提高法人金融
机构投放农房抵押贷款的积
极性，人行汶上县支行通过
积极向上级行争取，在信贷
调控方面给予充分支持，截
至9月末，增加调控规模4 . 36

亿元，同比多增2 . 12亿元。向
汶上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汶
上农商行2家法人金融机构
发放支农再贷款1 . 8亿元，树
立起明确的信贷政策支持导
向。

为缓解金融机构“无权
证不担保”的信贷政策顾虑，
人行汶上县支行联合有关部
门积极创新担保方式，给未
确权的农房做加法，通过附
加村委证明、公证、担保函的
方式，组织金融机构创新推
出“公证抵押”贷款、“银农协
议+村委证明”贷款、“抵押担
保函”贷款3种贷款模式，破
解了“无权证抵押难”的难
题，推动农民住房财产权抵
押贷款快速投放。截至9月
末，汶上县金融机构分别发
放以上3类贷款51笔、2053
笔、1278笔，贷款余额分别为
1609万元、14526 . 04万元、
16513万元。

“贷”动农民富起来

孙成星是汶上县的收粮
大户，今年3月份，通过“抵押

担保函”贷款模式向银行机
构申请了50万元的农房抵押
贷款用于秋粮的收购，很大
程度上解决了他粮食收购中
的资金瓶颈。“有了这笔贷
款，今年收粮就不用愁了，感
谢政府和银行的好政策呀。”
孙成星说。

在汶上县，像孙成星这
样的农民，已有近4000户得
到了农房抵押贷款的帮扶，
解决了他们生产经营中的资
金难题，陆续走上了致富路。

据介绍，汶上县作为传
统的农业县，贷款难一直是
制约该县农民创业致富的瓶
颈，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开展
以来，经过近一年多探索实
践成效显现。截至9月末，汶
上 县 农 房 抵 押 贷 款 余 额
32659 . 04万元，较年初增长
291 . 83%；累放额48585万元，
较年初增长224 . 57%；发放笔
数 3 3 8 4 笔 ，较 年 初 增 长
188 . 25%，各项指标在山东省
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县(市)中
排名第1位。

汶上推进“农房”抵押贷款试点

让让农农房房““贷贷””动动农农民民富富起起来来
本报记者 张夫稳 见习记者 周伟佳 通讯员 蔡祥玉

汶上县作为山东省首批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县之一，围绕如何盘活农民手中的资产，将农房产权真正变为用
于经营的‘活钱’这一核心，在抵押担保方式和抵押品处置方式上大胆创新，打通了制约农房抵押贷款投放的关
键环节，实现了农房抵押贷款‘面’和‘量’的双突破。

26日上午，在九九重阳节前夕，任城区残联和济宁同仁眼科医院共
同举办“孝善任城，情系重阳”活动，为任城区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视力、
眼压、屈光和眼部B超等多项检查，并为同仁老年护理院的老人们集体
过生日，让老人们度过一个欢乐的重阳节。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于艳芳 摄

济宁经开区多措施扶贫

孩子有学上、就医有保障

本报济宁10月26日讯(记
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尹丽
娜) 济宁经开区制定了区内
生活补助，教育、医疗、就业等
不同帮扶政策，成立区级扶贫
开发基金，为全区脱贫攻坚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结合低保政策，济宁经开
区制订了区级生活补助发放
政策，2017年在低保资金的基
础上人均发放区级生活补助
123元，按照低保标准计算人
均468元/月，人均年收入达到
5616元以上，比2017年省定扶
贫标准线3509元高出2107元。

针对对贫困家庭不同教
育阶段的学生，济宁经开区最
大限度的减轻其就学负担，确
保每一个贫困家庭学生不因
贫困而辍学。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的杂费(含教辅材料费、
平安保险费、学生服装费用
等)，按照小学300元/人/年、初
中400元/人/年予以补助。高
中、大中专教育阶段，高中阶
段学生按照1600元/人/年进行
补助；大中专院校学生(中专、
专科、高职、本科)，按照3000元
/人/年进行补助。同时，济宁
经开区充分发挥区内企业较
多的优势，选取企业效益好、
责任心强的企业家，结对帮扶
区 内 贫 困 大 学 生 ，每 月 按
300—500元给予资助。截至目
前，共有16名贫困大学生得到
了资助。

贫困户生活都比较困难，

医疗开支对于贫困户压力较
大。为此，济宁经开区制订了
医疗帮扶政策。大病救助方
面，在基本医保报销和大病保
险报销及商业医疗补充保险
报销后，个人承担费用在5000
元至1万元的，由区财政补助
3000元；个人承担费用在1—2
万元的，区财政补助5000元；个
人承担费用在2万元以上的，
区财政补助7000元。慢性病救
助方面，慢性病救助人员持有
医疗鉴定机构核发的门诊慢
性病医疗本享受救助，区财政
按照600元/人/年标准进行救
助。2016年和2017年，济宁经开
区共发放大病、慢性病救助资
金80余万元。

买份保险可帮助贫困户
防患未然。2016年10月，济宁经
开区出资3 . 78万元为全区578
户1260人贫困家庭购买了“意
外保险”，保险方案涵盖常见
重大疾病以及意外事故(或残
疾)、意外医疗费用、意外及疾
病住院津贴等风险。2017年4
月，为全区208个贫困户女性
出资20800元购买“两癌保险”。
保险方案涵盖乳腺癌、卵巢
癌、子宫内膜癌、宫颈癌共4项
重大疾病保障，保障金额50000
元。

另外，区内园林、环卫等
公益性岗位，原则上全部聘用
持有《优先务工证》的人员。区
内企业招聘时，重点考虑有优
先务工证的贫困户。

重重阳阳
义义诊诊

本报济宁10月26日讯
(记者 晋森 ) 近日，“技
能兴鲁”数控机床职业技
能竞赛在山东省劳动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山推员工
崔克诚、徐西雷分别获得
了数控铣工、数控车工职
工组第一名的好成绩，包
揽了技能大赛的两项第
一，杨志获得数控铣工职
工组第二名，其他两名员
工均进入前十名，实现公
司员工在省级大赛的新突

破。
本 次 大 赛 ，云 集 了

150余名来自全省各地市
的50余支代表队的数控精
英参与角逐，在组织形式
和评判标准上以世界技能
大赛为引领，操作时间短、
加工量大、精度要求高、加
工工艺复杂，一道道工艺
环环相扣，对选手的技能
水平和心理素质提出了非
常高的要求。

5名青年员工代表山

推参加竞赛，从众多精英
中脱颖而出，彰显了山推
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
精神品格，进一步弘扬了

“坚持职业操守、追求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山东省“技能兴鲁”职
业技能大赛由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
工会、省经信委和团省委
等5个部门联合举办，是山
东省最高级别的技能大
赛。

“技能兴鲁”数控机床职业技能竞赛有看点

山山推推包包揽揽省省级级技技能能大大赛赛两两项项第第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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