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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6月 29日） 

一头露水，一袭雨水，一身汗水，一脚泥水，今天全国普遍降水，许多支队都经历了阴

雨天气，但农村金融发展及信息化的调研活动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吉林长春支队开展调研 

吉林长春的同学们调研了梨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标本——霍家店。九点半左右，同

学们刚刚抵达霍家店，就不禁发出一阵赞叹之声。可以看到，这个村镇矗立着一幢幢整齐的

洋房，设计美观大方，房屋宽敞明亮。住宅区中央是兴旺广场，绿化程度很高，旁边还有人

工湖，风景宜人，不时有人们来往游玩。但令人遗憾的是，同学们进入居民家中试图开展问

卷调查时却发现，在村中大部分的别墅要么大门紧锁，要么根本就没人居住，能找到的寥寥

几户人家也因各自有事而拒绝了我们调查要求。同学们发现这个作为霍家村示范村落的小康

新村，实际居住的居民并不多，反倒是附近的村民会来这里走走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下午，

支队的同学们冒着大雨走访了梨树县最大的小额贷款公司——容桦担保，和董事长进行了一

次座谈，初步了解了农村金融中的私人贷款在梨树当地的开展情况。 



 

辽宁建平支队同学走访农户 

今天也是辽宁建平支队走访农户的最后一天了，同学们来到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

奎德素村。当地农民正值农忙季节，但乡亲们都十分配合同学们的采访，但是他们真诚的面

孔与落后的经济条件也让同学们十分辛酸。一位六十七岁高龄的老爷爷，右脚摔断过，虽有

五个儿子，却也各自生活得很艰难，一年下来，７亩地只能收入５千多元，但吃药的开销就

要３千多元，入不敷出，一辈子都没有存款，住的房子雨天漏水非常严重，在农村金融相关

的问题调研中根本无法直接涉及，这个故事让同学们沉默良久，思索着自己的能力与责任。 

淅淅沥沥的小雨唤醒了今天的朝阳县，辽宁朝阳支队的同学们与前两天一样，挨家挨户

地敲门走访。在今天的调查中，第八小组两名同学一共问过了十来家农户，其中有一半左右

农户表示比较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而其中仅有一户拥有电脑。在农村金融方面，农民们

贷款的经历较少。问及原因的时候，大部分农民表示“没有人、没有关系”，意思是家中没

有当公务员的亲戚，无法找到人作为担保人进行小额农业贷款。家中需要钱款的时候，大多

数人选择问亲朋好友借钱，并且基本无利息，也没有打借条的习惯。而农户内部的贫富差距

较大。在农村信息化方面大部分农户表示信息主要来自于电视，喜爱看的节目仍是以新闻、

电视剧为主。大部分人没有接触过互联网，并且农户串门也不算很多。有些农户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希望村政府、乡政府能够统一组织种植大棚，统一联系买家，或者把产品介绍到农



业展览会上去，提高单个农户承受风险的能力。 

福建乐青调研支队今天的调研内容仍然将座谈和实地调研结合起来。上午，大家来到乐

清市政府会议室，与包括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在内的八所银行负责人进行了

座谈会交流，各负责人分别详细讲解了银行目前的存贷款发放情况，中小企业授信情况与相

关经营策略，并就感兴趣的风险控制、贷款资金流向监控等问题展开了交流。下午，同学们

接触了主要为农户与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两种银行村镇联合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银行，在实

地调研中，同学们发现了例如将人际关系考核进贷款业务的许多本土化措施。晚上，同学们

依然马不停蹄地赶往乐清市西西村，与农户进行了单独地小组访谈，并完成了一部分的问卷

调查，也为明天大规模问卷调查做了有益预演。 

 

浙江台州支队同学采访镇长 

在相对富足的浙江台州，调研支队同学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光景，探寻了基层农民的资金

互助社与专业合作社的情况。同学们采访到了全国十佳劳模、镇长，并且在与村领导干部的

座谈中，非常近距离地了解到了互助社的现状。随后同学们参观了农村专业合作社，看到了

浙江省最优质的葡萄，远销海南已打造成知名品牌的大棚西瓜，以及绿油油的禾苗，感受到

温岭县农民的辛勤劳作与台州人民的聪明智慧。而为扶持合作社发展资金互助社，更让同学

们能切身体会到金融的力量，也看到了其中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