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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村庄，通过召

开“村民说事”会，

了解村民的想法，

发现可能存在的

问题线索，现场解

除村民的心结，杜

绝群众身边的“微

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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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数字化基础。以突出实

战实效、好用管用为导向，融合贯通“浙里担+农 e

富”“惠农直通车”“乡村大脑”等省级系统平台和“龙

财通”“浙农补”“金田共享”等地方特色应用场景，实

现系统共建共享、数据互联互通。推进制定规范统

一的数据和服务标准，建立健全数据归集、动态更新

的有效机制，推进全省财政金融协同支农信息数据

库建设，加快汇聚政策补贴、项目补助、农业保险、产

业经营等涉及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各方数据，及时

完善涉农主体生产经营、资源要素、信用要素等相关

信息，为数字赋能财金协同支农提供必要的基础支

撑。

提升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数字化服务能力。聚焦

支农政策落地、涉企资金拨付、补贴资金兑现等重点、

难点和堵点，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迭代

优化涉农政策发布、推送、查询和资金到账通知等功

能模块，进一步完善贷款申请、保险购买、损失理赔等

网上办事引导功能，实现“一搜就找到、一看就明白、

一点就能办”，着力推动“网上掌上可办”向“好办易

办”转变、“主体找政策”向“政策找主体”转变，有效提

升服务能力和效率，充分释放惠农政策效应。

探索农村信用数字化评价应用机制。通过多跨

对接多方数据，鼓励发挥农业保险增信功能，支持省

农担公司以“农业经验+大数据算法”，开发设计农

村信用数字化评价模型，并将评价结果应用于农业

项目监管、担保业务准入、风险识别预警等场景，提

高农业经营主体信用意识，改善农村金融信用环

境。同时，以省农担公司制定的家庭财务报表标准

为基础，为农村家庭建立信用档案，以家庭信用担保

代替抵押风控，进一步降低政策性担保门槛，建立贴

近基层、覆盖全面的“愿担、敢担、能担”的担保服务

机制。

《意见》还提出，要推进多跨协同，担保、银行、保

险、基金等联动，探索开展“担保+保险”“保险+贷

款”等融合发展业务模式，多途径缓解农户融资难、

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推进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

系与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有机衔接，支持地方担保

机构采用联合担保、反担保等方式，与省农担公司开

展政银担业务，进一步简化相关手续，提高服务效

率。 本报整理

深化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数字化改革

完善政策性
农业信贷担保服务体系

提升农业信贷担保服务能力。支持

省农担公司采取与市县地方担保机构合

作建立办事处（含代办点，下同）、依托当

地农业投资平台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

合会等为农服务机构设立办事处、直接派

驻专职人员建设直属分支机构等多种方

式，因地制宜建设基层政策性农业信贷担

保服务机构，提升农业信贷担保基层服务

能力。各级财政部门要牵头协调，积极推

动建立与省农担公司的合作关系，强化对

当地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支持、指

导、督促和考核；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发

挥行业部门优势，支持省农担公司开展主

体、产业等数据采集，推动系统共建共享，

因地制宜创新担保产品和担保模式，合力

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优化完善政策性担保业务体系。省

农担公司要聚焦农业“双强”、乡村建设、

农民共富三大跑道，持续调整优化现有业

务体系，创新推广基于数字化的农村家庭

财务报表融资担保模式，开发符合农业经

营主体生产特点和农村信用特征的担保

产品，不断做大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业务规模；在主体自愿的前提下，支持省

农担公司开发以财政支农项目为支持标

的、以预期财政补助资金为还款主要保障

的“财农贷”等产品，单一主体融资担保额

度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在可持续经营

的前提下，支持省农担公司创新担保产

品，持续推进降费让利，对政策性农担业

务贷款主体的担保费率不超过 0.8%，其

中：对低收入农户以及从事粮食生产、加

工、仓储等环节主体的担保费率不超过

0.5%；被认定为“扩中”家庭的，给予优惠

费率支持。各地可结合实际和当地特色

产业扶持政策，通过补贴、贴息等方式予

以协同支持，切实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建立担保风险补偿奖补机制。全面

推广省市县协同、政银担合作的基层农业

信贷担保服务模式，对首次通过合作设立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风险池，建立起由当

地政府、省农担公司和合作银行三方共担

风险分散机制的地方，省财政按风险池资

金规模的 50%给予奖补，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鼓励各地根据政策性担保业务发

展情况，建立健全风险池资金持续补充机

制，与省农担公司合作开展的政银担业务

对应风险池资金规模的放大倍数应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省级将综合考虑各地政

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建设、业务开展规

模、支持促进乡村振兴等情况，对年度政

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绩效明显的地方

予以奖励，奖励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担保风

险池。

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支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险扩面提质。持续

扩大水稻种植保险覆盖面，全省域推行政策性水稻

完全成本保险，积极开展种植收入保险试点。鼓励

实施小农户“整村参保、清单到户”模式，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对小农户特别是低收入农户降低个人保

费缴纳水平。探索开展政策性生猪价格指数保险，

有序发展渔业保险，优化开展畜禽养殖保险和林木

综合保险等，稳步扩大蔬菜大棚和水产养殖保险覆

盖面，不断提升重要农产品保险保障水平。

完善补贴险种清单管理机制。鼓励各地开发符

合区域特色、主导产业优势明显、农户投保意愿强烈

的地方特色农业保险产品，因地制宜推进气象指数

保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综合险等保险产品试点，不

断丰富农业保险产品体系。进一步完善省级补贴险

种和地方特色险种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对符合条件

且实施效果好的创新险种，积极支持其按规定上升

为省财政补贴险种，对不符合实际需求、农户投保率

低的保险产品，定期予以清理退出；对经济效益较高

的农产品，采用保险保费阶梯式补贴方式，优先保障

粮油作物和重要农产品保险。

优化提升农业农村投融资环境

持续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聚焦高标准农田

建设、数字农业工厂（示范基地）、农产品精深加工、

预制菜、农产品冷链物流，现代种业发展、农业科技

与农业机械、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重点领域，深化农

业农村投资“一件事+明白纸”集成改革，完善农业

农村招商项目库，支持各地通过本土培育、招商引

资、柔性引才等方式，落地实施一批具有引领性、示

范性和共享性的农业农村重大投资项目，着力打造

体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的标志性成果。同时，围

绕“扩中提低”，将项目实施带动产业发展、解决农户

就业、促进强村富民等情况作为项目入库的重要内

容。对纳入省级农业农村重大投资激励项目库的项

目，由省财政安排资金予以支持，其中：特别重大项

目省级激励资金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鼓励类项目

省级激励资金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对在境内主

板、创业板、中小板等上市的农业企业，经审核后对

其所在地区，由省财政按每家300万元的标准给予

激励。省级激励资金主要由地方结合实际，从省审

定的激励项目库中自主优选项目予以支持。

推进政府产业基金投资乡村振兴。加快健全

完善省产业基金乡村振兴政策性项目运作机制，常

态化开展项目推荐、审核立项、尽职调查、投资决策

等工作，重点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重大产业项

目、农业农村建设项目、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项目。政府产业基金投资项目应具有一定的收入

来源或能形成一定的具有经济价值、权属明确的资

产资源。同时，构建省市县联动协作机制，对符合

省级投资方向的地方农业特色产业，通过多种投资

方式，发挥财政出资合力，更好撬动各方资本投资

乡村振兴。

我省健全完善财金协同支农长效机制

力争2027年主粮作物农险覆盖率超70％
近日，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健全

完善财政金融协同支农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下称《意

见》），进一步强化财政政策与担保、保险等金融工具有效

衔接和密切协同，促进财政与金融资源互补、相互赋能，

形成更加高效、更加协同的支农机制，有效激活农业主体

活力，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

建设。《意见》于8月31日起施行。

《意见》提出，力争到2027年，我省财政金融协同支

农新格局基本形成，财政政策落实与金融工具应用高效

协同。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更加完善，省农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年度担保余额达到200亿元以上，省市县

协同、政银担合作支农模式实现农业大县基本覆盖；农业

保险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稻谷、小麦等主粮作物农业保险

覆盖率达到70％以上，生猪养殖保险覆盖率达到90％以

上；农业农村投融资体系更加完善，农业农村重大投资激

励项目落地不少于200个，政府产业基金加大力度投资

乡村振兴。

那么，具体如何实施？一起了解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