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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8日，安徽省委组织部、安徽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安徽省银保监局

等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选点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

建设工作方案》，在全省范围内选择试点县开展党建引领

信用村建设。根据省委组织部安排，庐江县被确定为全

省首批、合肥市唯一一家建设试点县。在推进信用村建

设过程中，镇、村、银行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对农户的

调查评级，评为信用户的农户，可享受该行的贷款利率优

惠，畅通了政府、银行、信用户三方合作渠道，特别是通过

乡风文明评议，农民遵守村规民约、尊老爱幼、参与村委

活动等积极性提高，乡风文明治理明显改善，引金融活水

浇灌乡村振兴美丽之花。 ■ 记者 徐越蔷

纵深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2020年5月19日，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县金融办、县

人行、汤池镇和郭河镇在庐江农商银行召开党建引领信用

村建设“整村授信”座谈会，会上确定该行在郭河、汤池两

镇开展“整村授信”工作。成立信用村领导小组，开展信用

等级核定工作。由村两委主要负责同志牵头，该行客户经

理参与，组织评议人员对A级以上信用户进行授信，分别

给予AAA、AA、A信用户不高于15万元、10万元和5万

元的授信，利率执行5.22%、5.65%、6.09%。

另外，信贷人员线下走村入户，对未外出的信用户发

放授信告知书，对外出务工的信用户发送短信通知。告

知信用户凭授信告知书或短信通知，如征信无不良记录

即可获得信用贷款。

因试点阶段庐江县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开展顺

利，2021 年6 月，在省委组织部的安排下，庐江县在全县

范围内推广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全面部署、统筹推进，

全域扩面、纵深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庐江县逐

步探索出一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基层治理、助力乡

村振兴的新路子。

为乡村振兴引入金融活水
农村地区由于缺乏有效的抵押资产或担保物，导致

许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小微企业出

现“贷款难”的情况。通过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已评级

的信用户依靠自己的信用等级就可以方便快捷地得到信

贷资金，融资成本下降、手续便捷，有效满足了生产经营

需要，也为资信良好的农户、新型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

和农村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快更好发展的机遇。

今年30出头的申勇于2019年初回乡创业，他收购

了村里的20多幢闲置农房，做起了民宿产业。在今年庐

江县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的信用评比中，他的民宿获得

了AAA信用等级认定，有200万元的信用贷款额度,“我

正在为项目扩建资金发愁，这笔钱真是雪中送炭！”

截至2021年11月24日，庐江农商银行已投放“金农企

e贷”121户22525.6万元、“金农商e贷”3751户11652.2万

元、“金农农e贷”3846户 42314万元、“劝耕贷”276户

19097万元、“金农创业贷”2079户33054万元、扶贫小额贷

款15710户51640万元、脱贫人口小额贷款1254户3305

万元，该行共计发放信用类、保证类贷款49016笔、金额

497063万元，占总贷款笔数的77.79%，由抵押物优先到更

加看重信用状况，农村信用主体的贷款覆盖面明显扩大。

如今在庐江，已建成信用超市、金融服务室200多个，

大力营造了群众“要分不要钱”的良好风尚，并将信用等级

与结合群众实际需要，对信用户在乘坐公交、自来水费、医

疗就诊、借阅图书、参观景区、安装有线电视、安装宽带、观

看电影、兑换信用商品、金融服务等10个方面予以优惠或

免费，营造了人人守诚信、村村讲信用的良好氛围。

今年2月以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安徽省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全省组织开展了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创建工作，在社区自愿申报、各地推荐的基础上，

经过审核和公示，截至目前，包括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

道滨湖欣园等在内的98个社区为2021年全省示范性

老年友好型社区。在这98个社区中，每一个都有自己

独到的创新点。近日，记者也走进合肥市的全省示范性

友好型社区，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通为老服务“神经末

梢”，优化老年人宜居环境的。■ 张兴江 记者 祁琳

针对老年人七大方面做足工作
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去社区花上几块钱便能美

餐一顿；身上有点头疼脑热，不用去医院排队，在家门口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便能找到医生及时得到问诊；在家

里呆着无聊了，去活动中心，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兴趣

点……这样的生活，对于老年人来说称得上是“老好

了”！合肥市老龄办事业发展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自今年3月以来，合肥积极开展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创建工作，共创建国家级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5个，省

级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9个，市级示范性老年友好型

社区32个，持续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满足老

年人在居住环境、日常出行、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社会

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这期间，尤其针对

社区老年人居住环境、出行设施、社区服务、社会参与、

孝亲敬老氛围、科技助老智慧创新、管理保障等七大方

面做足了工作。

社区链接更多的为老服务资源
日前，记者走进合肥家家景园社区，各式各样的活

动中心罗列眼前，科普馆、书画室、图书室、形体室样样

俱全，而且用品也配备齐全。据悉，2020年，借助合肥市

开展五好小区建设的契机，社区增设五个活动用房。累

计2500平方米活动用房，全年开放，为社区服务老人提

供了更好的基础保障，“爱心义诊”“健康大讲堂”“科普

大学”“我的晚年真精彩”等各类文体娱乐活动也在不断

开展中。在这里，社区老年人可以打牌、聊天、唱戏，丰

富老年人生活。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老年人更倾向于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一位居民称，“希望能提供全面的居家养老

服务，这也是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的重要方面。”贴心、

便民的居家养老服务会为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加分”

不少。

在家家景园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这里

实现“智慧小区”的人脸识别系统全覆盖，同时为部分老

人发放智能医疗设备，为老年人的安全防护、居家照护、

医疗诊断、健康管理等提供了辅助技术服务。2020年下

半年，社区链接省红十字会专业优势，积极探索老年服

务急需的应急急救工作。健全硬件设施，提供组织基

地，参加急救培训，通过“场景+情景”的教育方式，通过

多媒体视频、知识问答赛、逃生演练等形式，让老人和家

属在体验中学习个人安全防护知识和应急救护知识。

这样一来，过硬的专家，就在老年人身边。

创建是为了给老年人一个更好的平台
创建全省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不易，坚守更难。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种种原因，社区的精力还

并未覆盖所有老年人，为了改变这种服务状况，社区定

期开展“见面工程”。依托网格划分，对退休老人重点走

访，进行深入访谈，主要了解他们在生活、工作、家庭、身

体健康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与需求，从需求入手，打开社

区老人服务工作的新局面。

“我们发现，老年人不愿意待在一个被动的位置去

接受照顾,他们有着更积极的人生定位，社区近30名老

人关注着小区建设，累计解决小区各项事务百余件。创

建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平台。”

2021年2月以来，安徽省卫健委、安徽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全省开展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一年来，我省共有

98个社区荣获2021年全省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从今日开始，市场星报社记者将深入到2021年安徽全省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

区，全面宣传报道全省老年人宜居环境、城乡社区提高为老综合服务能力和水平，总结和展示全省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成果。

七大方面打通为老服务“神经末梢”
增强合肥市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庐江县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推进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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