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实施意见（试

行）的通知

 源政办字〔2019〕49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已经县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为加快推进我县农业信贷担保工作，助推乡村振兴，根据《淄博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淄政办



字〔2018〕142 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做好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提出以

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为有效破解农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好地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

向农业农村，建立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政府成

立了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农担公司”），省农

担公司在我县设立淄博市沂源县办事处（以下简称“省农担公司办事处”），通

过政银担协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省农担公司办事处的设

立为我县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注入了

强大动力。开展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有利于联合商业银行用足用活金融贷

款政策，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的融资需求，促进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走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把握政策，明确任务

“鲁担惠农贷”是省农担公司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强农惠农政策，促

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发展，会同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开发的一种政策性

农业信贷担保模式。各单位要准确把握政策要求，明确工作任务，扎实开展工作。

（一）“鲁担惠农贷”政策

1.“鲁担惠农贷”服务对象和范围。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家庭农场、种养大

户、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微农业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同时，择优支持辐射面广、带动力强、与农户利益连接紧密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服务范围主要包括：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果菜等农林优势特色产业；

农资、农机、农业技术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农田基础设施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相

关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家庭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农村新业态。

2.“鲁担惠农贷”担保的条件、额度和期限。申请贷款担保的主体要符合

“六有”条件，即：有信用、有规模、有经验、有效益、有主业、有需求。贷款

额度方面，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微农业

企业等符合条件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单户在保余额控制在 10—200 万元

之间。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作业的经营主体可适当放宽

限额，但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贷款期限，根据贷款申请人生产周期和现金流

情况，贷款担保期限一般为 1—3 年。对于回收期较长的种植、养殖业以及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或大型农业机具购置项目，可适当延长贷款和担保期限。

3.贷款成本。担保费率方面，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和扶贫项目担保费

率不超过 1%，对其他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不超过 1.5%。合作金融机构贷款执

行优惠利率，要确保借款人实际承担的综合信贷成本（贷款利率、贷款主体承担

的担保费率、增值服务费率等各项之和）控制在 8%以内，如基准利率调整，按

实际增减数对 8%予以调整。

（二）明确工作任务

1.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鲁担惠农贷”是上级出台的惠民好政策，是

农民致富的好帮手。要通过电视、广播、标语、明白纸等多形式、多渠道广泛宣



传，使“鲁担惠农贷”政策家喻户晓。要让广大经营主体牢固树立“失信寸步难

行”的理念，同时也要让广大群众强化“监督失信人员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意

识，共同维护良好的信用环境。

2．扎实做好建档立卡工作。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建档立卡，是农业

信贷担保工作的基础，也是各级政府加强经营主体服务和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各镇（街道）要严格按照县政府要求，在省农担公司办事处的指导下按时高质量

完成调查摸底和建档立卡工作。

3．严格程序规范操作。“鲁担惠农贷”项目担保贷款操作按四个步骤进

行：

（1）提出申请。有资金需求的经营主体，到镇（街道）农业农村事务服

务中心（农经站）提出担保申请，按要求填写担保申请书、提供担保申请资料。

（2）由镇（街道）初审。镇（街道）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农经站）

对担保资料进行初审，并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推荐给省农担公司办事处。

（3）调查评审。省农担公司办事处与合作银行根据各自程序进行调查评

审，并将评审通过的贷款项目报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办公室（见附件

1，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4）签约放款。对于银担双方共同评审通过的项目，由省农担公司办事

处与合作银行、申请人分别签署合同，合作银行按规定程序放款。

三、加强领导，强化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全面推进我县农业信贷担保工作，县政府成立县

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负责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总体协调和监督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负责组织全县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建档立卡工作。县直有关部门、单位要与省农担公司办事处

及合作银行密切协作、通力配合。各镇（街道）要成立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镇

（街道）农业信贷担保工作，并建立“工作到村、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各村

委会（社区）主任作为调查摸底第一责任人，要严格按程序张榜公示、准确上报，

各镇（街道）要严格审核经营主体的诚信情况，严控经营主体的道德风险。镇

（街道）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农经站）要配合省农担公司办事处及合作银行

做好本辖区内经营主体的建档立卡、项目尽调、保后管理等相关工作。

（二）做好政策衔接。将县财政部门前期开展的融资增信试点业务与省农

业信贷担保业务有机衔接，让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业户享受到更多的财政金融政

策优惠。为便于工作开展，最大程度上加强贷款风险控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

融资增信试点担保机构淄博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配合省农担公司办事处做好

“鲁担惠农贷”调查评审等相关业务工作。淄博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省农担

公司办事处合署办公。

（三）加强政策支持。建立农业信贷担保风险补偿机制，省农担公司、县

财政和金融机构按照 6:2:2 的比例实行风险分担。县财政安排 600 万元建立风险

基金（原融资增信试点风险金），以后每年度根据风险基金使用情况及时补充，

保持与政府风险责任相适应的资金数额。县财政对按时足额偿还“鲁担惠农贷”

贷款并支付担保费的农业经营主体，给予其承担的担保费 30%的补贴。



（四）严肃工作纪律。“鲁担惠农贷”是政府、银行、担保公司三方协同

推进农业发展的一项惠农工程，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各有关部门单位要

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既不能因为担心风险而少开展信贷业务，也不能盲目追求规

模而无视风险，要尽职尽责，尽力而为，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切实把这项惠农

实事落到实处。

 

附件：1.沂源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2.沂源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3.沂源县“鲁担惠农贷”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附件 1

 

沂源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郑良宪  县委常委、副县长、沂源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副组长：沈照生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郑继光  县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县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李民斌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张庆勇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高和成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黄现辉  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周国来  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宋传方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王志吉  县司法局局长

齐俊涛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马中举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李新国  县金融证券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张敬平  县供销社主任

蔡  洁  县财政局副局长

郑作鹏  县财政局副局长



马文成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

宗其梁  县人民银行行长

吴光竹  县农业银行行长

穆洪强  县邮政储蓄银行行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蔡洁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郑作鹏同志兼

任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不作为县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撤

销。

 

附件 2

 

沂源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以

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具体负责

全县农业信贷担保组织协调工作，牵头拟定农业信贷担保支持政策，抓好对下业

务指导和考核工作。主要职责如下：

（一）负责拟定全县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方案，报经领导小组审定后，抓好

组织落实工作；



（二）牵头拟定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报经领导小组审定后，抓好督促

落实工作；

（三）负责建立与辖区内金融机构协调合作机制；

（四）负责督导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建档立卡工作；

（五）负责依据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拟定全县农业信贷担保年度工作计

划，报经领导小组审定后，抓好任务分解和督促落实工作；

（六）负责拟定镇（街道）农业信贷担保工作考核办法并组织开展考核工

作；

（七）负责协调有关部门会同省农担公司和合作银行进行追偿；

（八）负责县级“鲁担惠农贷”风险补偿基金的管理和监督，按规定对省

农担公司发生的代偿进行补偿；

（九）负责协助省农担公司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培训；

    （十）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加强村诚信建设，打击恶意欺诈、逃废债务等失信

行为；

（十一）负责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

 

附件 3



 

沂源县“鲁担惠农贷”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积极推进财政金融协同支农工作，促进全县“鲁担惠农贷”农

业信贷担保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令第 683

号）和《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做好山东省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实施意见>》（财农

〔2018〕6 号）以及市有关文件要求，设立“鲁担惠农贷”风险补偿基金（以

下简称“风险基金”）。为规范和加强风险基金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鲁担惠农贷”贷款，是指由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农担公司”）承保，由合作银行向县内家庭农场、种

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微农业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主体发放的贷款。

第三条  风险基金专项用于支付政府分担的“鲁担惠农贷”相关代偿，实

行“委托管理、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省农担公司、县财政、合作

银行按照 6:2:2 比例对全县境内“鲁担惠农贷”担保贷款风险进行分担。

第二章  风险基金的筹集



第四条  风险基金的来源包括：本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上级财政部门下

达的支农资金、财政专项融资增信资金，以及代偿后从已实现的追偿收入中政府

按比例分得的收入。

第五条  县财政安排 600 万元建立风险基金，以后每年度根据风险基金使

用情况及时补充，保持与政府风险责任相适应的资金数额。

第六条  风险基金年末结余滚存下年度使用。

第三章  风险基金的管理

第七条  按照风险基金委托管理要求，县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领导小组办公

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选择淄博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风险基

金委托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托管机构”）。县财政局、省农担公司根据本办法

与托管机构签署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托管账户应在省农担公司

合作银行开设。风险基金所有权归属于县政府。

第八条  托管机构参与风险基金的支付管理，未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农

担公司共同授权，不得动用基金，也不得将基金用于质押、清偿自身债务等与

“鲁担惠农贷”风险补偿无关的支出活动。但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九条  托管机构可使用基金在开户行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固定收

益类理财产品或转存定期存款。风险基金孳生的利息收益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

分配意见，报县政府审批后使用。



第十条  托管机构应建立健全内控机制，确保受托管理的基金安全。因管

理不善或自身法律风险造成风险基金损失的，托管机构应使用自有资金全额赔偿。

第四章  风险基金的使用

第十一条  省农担公司在“鲁担惠农贷”贷款出险并向合作银行支付代偿

资金后，应填制《“鲁担惠农贷”补偿资金拨款单》，并附银行出具的代偿通知

书复印件、代偿证明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后送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

第十二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无误

后，在《“鲁担惠农贷”补偿资金拨款单》上签署意见，通知托管机构支付资金。

托管机构应无条件办理支付手续，在 2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到省农担公司指

定账户。

第五章  风险控制

第十三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加强与公安、法院、检察院协调，协助省农

担公司及合作银行开展追偿。追偿所得扣除相关费用后，县政府所得部分，全部

用于补充风险基金。

第十四条  风险基金累计代偿支出额超过现存基金 20%时，应暂停“鲁担

惠农贷”新增贷款担保业务，待查明原因、完善措施后方可恢复业务。省农担公

司及合作银行会同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有关部门、镇（街道）开展调查，分析问题

根源，提出应对措施，确保“鲁担惠农贷”业务可持续开展。



第十五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农担公司负责对风险基金进行监督，必要

时进行审计，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农担公司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省农担公司可委托省农担公司办事处代行相关职责。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沂源县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

（2022 年）》规定失效，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