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三农”问题。农民收入增长过
缓、农业结构调整不尽如人意、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以及农民
负担过重、富余劳动力转移与消化困难等等，不仅影响整体
经济发展水平，而且由此造成的工农失调、城乡失调及收入
差距的拉大对未来经济发展构成战略上的潜在影响。农村经
济要发展，只有加强诚信建设，才能有效地解决 “三农”问
题。如订单农业不产生订单作用，发展农村经济急需小额贷
款却由于农村信用社怕无法收回本息而不敢贷出，这些无不
与诚信有关。

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
键因素，是人的立身之本；讲诚信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
基本道德规范。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业无诚信不
旺，国无诚信不稳，世无诚信不安。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是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的核心。诚信建设是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和
基础，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关键之一。

本书从农民及农业企业诚信经营走上致富路、优化信用
环境和警惕诚信缺失等方面向农民宣传，诚实守信才是致富
的唯一途径。编写具有生动性、通俗性、启发性与多元化四
个特点。通过精选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典型案例，力求引导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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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从身边、多角度进行考察与分析，开阔视野，同时，对案
例进行了简单的点评，启发农民学习和思考。

本书作为面向农村科普读物的一次尝试和探索，肯定还
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在与读者分享这一成果的同时，
也期待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在今后的修改中进一步
完善。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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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农民”成就 “蜜橘品牌”

２００７年，柳城县共计有５万吨蜜橘销往区外的广东、
四川、重庆等地区，还有２万吨销到了越南、马来西亚、泰
国等东盟国家，总产值达到了２．７亿元，成为了享誉区内外
的一大优势产业。这得益于该县培育诚信农民，做大 “柳城
蜜橘”品牌产业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柳城县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打造新农村支
撑产业奋斗目标，大力开展柑橘类水果技术研究、推广、培
训工作，使蜜橘种植技术愈加成熟，极大地激发了全县农民
种植蜜橘的信心和热情，目前全县有１万多户农户种植蜜
橘，蜜橘种植总面积达９．３万亩，其中凉水山林场、靖西林
场、东泉尖石等１８个无公害蜜橘生产示范基地共计７．３万
亩，均按照无公害种植规程进行标准化生产，使用绿色化肥
和农药，生产出来的蜜橘色泽金黄、肉嫩无渣、香甜爽口。
同时，县委、县政府通过举办 “蜜橘节”，大张旗鼓地进行
宣传推介，进一步打响了 “柳城蜜橘”的知名度，成为了全
区内外闻名的 “蜜橘之乡”。

“柳城蜜橘”产生了品牌效应，吸引各地客商老板纷至
沓来，每年与农民签订了大量的蜜橘收购订单。为巩固、做
大 “柳城蜜橘”这一品牌，避免由于农民贪眼前一时之利，
不讲诚信砸了 “柳城蜜橘”这一招牌，柳城县实施内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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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大打诚信招牌，通过实施农村党员大培训，广泛宣传、
教育，积极向农民输导 “诚信经营”理念，引导农民做当代
诚信经营的新型农民，切实在全县营造了 “诚信经营、做强
品牌”的浓郁氛围，促使群众在发展种植蜜橘过程中，思想
观念不断更新，涌现出了许多 “诚信农民”。他们坚守诚信
为本，与广东、浙江等地水果批发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进一步畅通了水果销售渠道，实现了 “柳城蜜橘”生产基地
与外界广大市场的对接。每当蜜橘即将成熟之时，老板一般
通过经纪人联系果农，按整片果园签订订单，订单签订后，
果农就会 “老老实实”地等着老板前来收购，经纪人一旦承
诺了收购的货量，也是想方设法组织好老板所需的货量。

目前，全县大约有２００多个专门从事蜜橘销售流通的农
民经纪人，他们与司机签好合同，蜜橘运输途中由司机负
责，到广东，有代办人接车，货款打入他们的账户，他们只
管收购，大家一起合作靠的就是诚信。２００７年，东泉镇农
民经纪人何生与人合伙，同时为几十个老板代理批发销售水
果，形成了流水线式的一条龙销售网络，他个人仅销售水果
已获３万多元的收入。

柳城 “诚信农民”的诚信赢得了客商老板的信任，他们
不仅自己与柳城县的果农保持了稳固的合作关系，还介绍自
己的朋友一起来到柳城批发收购蜜橘，使柳城蜜橘的外销量
连年攀升。２００７年，在蜜橘旺销季节，全县每天发成箱蜜
橘几十车，重量为１０００吨左右，全年对外销售蜜橘总量达
到了７万吨，占全县总产量的６０％。四川来的何老板说：
“我和６位朋友到柳城收购蜜橘已经有３个年头，这里的农
民都很讲诚信，我们每次前来都能以原定的价格，收购到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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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货，而且质量有保证，治安也好，到这里收购蜜橘心里
很踏实。”

（选自 《柳州日报》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５日）
点评：柳城农民凭借自己的诚信经营成就了 “柳城蜜

橘”品牌。诚信经营是强化顾客资源的重要手段，诚信经营
可以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企业在向客户销售自己
的产品时，也在销售着自身的信誉，因为企业的产品价值在
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企业对客户的承诺。品牌是人们日常采
购的重要依据，而诚信经营更是品牌的一种良好象征。当一
个企业能够真正地诚信经营时，必将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新顾
客，而老顾客也将更加信任企业，忠诚于企业，从而使企业
的顾客资源更加丰富。

诚信回归，农民收获的不仅是钞票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５日，春节之后第一天上班，丰县师寨镇
张寨信用村木耳大户张强便从该镇信用社领到了２０万元贷
款，为即将开始的木耳收购作准备。“我春节前一天刚申请
了贷款，今天钱就下来了！现在贷款方便得就像在自家钱柜
里取钱一样。”张强说。然而，贷款如此 “便捷”的背后，
丰县的信贷环境已历经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

“快把已还的贷款退给我们！”这是７年前丰县华山镇芦
楼村一位村民在创建信用村座谈会上当众提出的要求。因为
相对于没有还贷的人来说，在他看来，“已还款的明显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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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这话让丰县华山信用社至今还记忆犹新。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末，一些乡镇政府领导为求政绩，通过行政指令干预，
鼓动农民贷款发展专业村。由于对市场缺乏科学把握，许多
专业村半途夭折，使得农民的贷款无法偿还。华山镇芦楼村
便是这样的专业村。１９９９年，镇里在芦楼村搞苹果套袋试
点，经过鼓动，全村共有１２０户贷款１６万元，对苹果套袋。
结果当年套袋果收成不好，到期尚有８万元贷款没有还上。
许多人认为，贷款是国家扶持农民的钱，不占白不占。见好
多人没还，已还过贷款的便觉得吃了亏，于是便提出退还贷
款。诸如芦楼村的例子不胜枚举。据李汉云介绍，２０００年
之前，在丰县这样的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环境缺失，农民信
用意识差，逃废债现象严重。据统计，当时全县信用社贷款
总额为３．７亿元，其中到期不能归还的不良贷款就达到２亿
元，被政府剥离的呆死账高达１．６亿。在这种 “欠债有理”
的大环境下，一方面农民发展致富亟需资金扶持，一方面信
用社手握巨资却不敢投放，造成农民 “贷款难”和信用社
“款难贷”的 “两难”困境，信贷的链条在丰县农村全线
断裂。

１９９９年，原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到丰县调研信贷支农
工作。以此为契机，丰县政府开始着手修复断裂的信贷链
条。当年，结合在全国最早开展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工
作，全县首批５个信用村试点村在华山镇建成。信用村实行
“五户联保”制度，五户自愿组成联保小组，大家互相担保，
谁都可以贷款。华山镇徐屯村是最早的信用村之一。２０００
年建成信用村后，该村农民第一次领到了３００万元的信用贷
款，建成了徐屯板皮工业小区。至２００６年底，全村已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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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６０００万元，到期归还率为１００％。通过这些资金的注
入，该村已发展板皮加工企业６０多家，２００６年全村工农业
总产值突破１亿元大关，财政税收超过４００万。转眼７年过
去了，信用村的创建工作已在丰县全面铺开，至２００６年末，
全县已建成信用镇５个、信用村１９０个、信用户５．８万户。

７年来，丰县信用联社累计发放支农贷款达４０多亿元。

２００６年丰县实现人均收入４４５８元，而信用村农民人均收入
则在５５００元以上，比非信用村人均收入多１０００余元。

在丰县，信用村的创建让农民第一次尝到了诚信的
甜头。

４５岁的李含贵是丰县华山镇徐屯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
农民，他用２５０元钱换来３０万家资的故事在这一带被传为
经典。早在１９８７年时，李含贵从信用社贷了２５０元钱用于
生活。可他实在太穷了，这钱花完后便再无钱还贷，债务一
拖就是１６年，信用社多次催讨无果，遂对他实行制裁。

２０００年徐屯村创建信用村，看到别人靠信贷支持创业致富，
他心里也痒痒，但他的贷款申请却被信用社否决了。直到

２００３年，他终于咬着牙还清了２５０元贷款及利息，这才获
贷３万元，办起了木业加工厂，每年纯利润达７．８万元。今
天的李含贵已是一个腰缠３０万元的中等户了。“没有信用贷
款，我什么也干不起来。是诚信让我翻了身啊。”李含贵深
有感触地说。

２００７年春节，是华山镇段庄村农民孙秀英一年多来最
为轻松的日子，因为赶在过年前，她终于还上了信用社的全
部贷款本息。２００５年时，孙秀英和丈夫张庆社从信用社贷
款３万元用于搞运输。不料祸从天降，２００５年底张庆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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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车祸中身亡。孙秀英带着三个孩子一下陷入贫困之中，
无力偿还信用社贷款。华山镇信用社考虑到其实际情况，为
其办理了 “展期”一年的手续。２００６年，孙秀英为还钱，
一人种了８亩大蒜，养了十几头猪。终于在延展的期限内归
还了贷款。“我不能因自己一家，耽误得别的联保户不能贷
款，更不能毁了全村的信誉。”孙秀英说。

“随时用，随时贷，随时还，还了再贷。”这是丰县孙楼
镇陈楼村主任柏传军对信用村的评价。２００２年，陈楼村建
成信用村，村民们纷纷利用信贷办厂创业。大把的赢利让柏
传军这个一年仅１６００元工资的村长无法直起腰杆说话。

２００３年４月，柏传军贷款４万元干起了胶厂。然而，４万元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万一干砸了，这钱怎么还呢？这个压力
一直左右着他不敢懈怠。转眼贷款期限到了，可他的厂子还
没有收回成本。为了保持信誉，他向亲戚借来４万元还上了
贷款。随后他又把这个钱贷了出来，继续经营厂子。就这
样，柏传军的 “雪球”越滚越大，２００６年他的销售额达到

８０万。据介绍，自创建信用村以来，全县信贷户按时还款
率超过９８％，信用村还款率达１００％。

（选自中国合作金融网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８日）
点评：丰县农民从欠债有理，信贷链条的断裂到创建信

用村，农民找回缺失的诚信，再到凭诚信致富，农民看到真
正的实惠，丰县的信贷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用村
给农民带来的不仅仅是钞票，还有自强不息的品质。当一个
农民知道他所贷的钱必须要还时，他的精神面貌必然会发生
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诚信的回归，正标志着丰县农民已正式
适应市场经济中的 “游戏规则”，成了市场人、现代式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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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经营　养蟹致富

提起江苏如东县岔河镇河蟹苗种养殖户石建明，江苏、
安徽、湖北等地的养蟹户可能都不陌生。十多年来，他在河
蟹苗种养殖销售过程中，刻苦钻研技术并依靠诚信经营，不
赚黑心钱，帮助养蟹亏损户摆脱困境，重新走上致富路，赢
得了广大养蟹户的信任和敬佩。

年过半百的老石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在全县率先进行河道
拦网养蟹获得成功，连年养殖取得佳绩。１９９４年，如东自
然蟹苗兴旺，他仅花３０００元资金，就购买了２０多千克大眼
幼体，投放在０．２７公顷的池塘里培育仔蟹苗种，经过精心
喂养，第二年出售仔蟹苗１０万多只，收入５０多万元。第一
次养殖蟹苗尝到大甜头，使老石一发而不可收。１９９５年，
他大胆与洋口闸闸管所合资６０多万元，在全县进行人工培
育河蟹大眼幼体，却因育苗场地靠近闸口，海水盐度不够，
导致育苗失败，几十万元血本无归！但他没有灰心，继续投
资育苗。１９９６年他与兴化市水产局合资培育豆蟹苗种。在
这期间，他发现，安徽、湖北等地的不少养蟹户养殖失败的
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购买到正宗的蟹苗。老石想利用如东优
质蟹苗基地的优势去帮助那些养蟹户。于是，他花大量精
力、财力，先后去安徽、湖北等地考察了解情况。一开始，
有些养蟹户不相信他，他便在当地用自己带去的苗种去试
养，还送苗给亏本户养殖，同时坚持示范指导。功夫不负有
心人，养殖取得成功，他也赢得了养殖户的信任。如湖北洪
湖养殖大户张波围湖养蟹，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因蟹苗品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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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质量不好，连续两年亏本。他曾去过江苏启东、如东，
上海崇明等地求学拜师，寻找好的苗种，最后他找到了老
石。老石满腔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热心地帮助他。经老石指
点，张波很快能鉴别 “三大水系”蟹苗之间的特征，特别是
对中华绒螯蟹的饲养技术要点有所掌握。当年２月底，老石
送给张波自然仔苗种４０千克 （每千克２４０只）。张波一定要
付钱，老石婉拒，让他先拿回去养好了再说。张波将苗种拿
回湖北单独放养。１１月份起捕结果，苗种起捕率达到了

６０％，雄蟹平均每只３２５克，最大的４４８克，当年获纯利

１６万元，当时在洪湖一带引起了轰动，几十里外的养蟹户
开船来参观、取经。张波没有给老石送锦旗，而是千里迢迢
将最大一只３６０克的雌蟹送给了赠种人。

在苗种销售过程中，老石始终坚持对客户负责。２００５
年洪湖方面要１１５０千克蟹苗，因当时好苗种紧张，老石只
备好了９００千克，有人暗示老石加一点劣苗 “凑数”，他坚
决不干。老石就是这样诚实可信，从不赚黑心钱。他说：
“如果我搞劣质苗种给客户，一年是可赚几百万元，但那就
没有我老石的今天。”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台湾客商童俊祥等一行三人找到
老石，向他求购中华绒螯蟹苗种，并请教河蟹养殖技术要
点。老石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将他十多年来养蟹积累的经验
介绍给他们。听了老石热情的介绍，台湾客商非常高兴，也
介绍了台湾地区小池塘、高密度人造塑料小孔避免河蟹互相
残杀等相关养蟹经验给老石。他们表示今后将携手并进，经
常交流两地养殖经验，共创美好未来。

（选自 《农家顾问》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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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诚信、廉洁是企业效益提升的根本保障，效益提
升是诚信、廉洁的必然回报。因此，石建明坚信创业致富之
本在于诚信，为商之道在于诚信，除了对消费者的诚实守信
外，还必须与各种商业伙伴建立诚信互助的关系。诚信是合
作的基础，重合同、守信用是企业基本的行为准则。只有靠
诚信，企业才能合作、互助、发展，才能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构建可持续农民致富增收长效机制，确保农民经营能实
现稳产稳收。

道德无价　诚信是金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山东省东营市组织实施了 “农村文明
信用工程”，以此作为解决农村 “三农”问题的突破口。３
年时间过去，争当 “文明信用户”、争创 “文明信用村”在
东营农村已蔚然成风，全市有７万户、共３０多万农民因此
走上了富裕之路。

“民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广饶县稻庄镇闫口村是有名的芹菜之乡。据村支书闫桂

民介绍，２００１年时，闫口村几乎天天都要往江苏、上海等
地调运芹菜近２０卡车，而且价格由南方客户约定。那年７
月，南京客户的芹菜约定价是每公斤０．６０元，但当时稻庄
镇的行情已涨到１元。因为约定在先，又为了长期合作，闫
口菜农在几经商量之后宁愿损失数十万元，还是以客户价格
发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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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一出，“东营人讲信用”的美名立时传遍江南，闫
口的芹菜更是卖到了广州、三亚等地，村里的人均收入也从
当时的１０００元升到了去年的４０５０元。也就是从那时起，
“民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观念开始在东营流传。而文
明信用工程，就是政府适时介入并加以总结、引导而出台的
富民举措。

具体而言，农村文明信用工程，就是以文明信用资质评
定为依据，以农信社放贷为突破口，以文明信用单位建设为
载体，面向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的一项以诚信为主要内容
的道德教育和实践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农民靠信用致富，东营市让各级干部带
头，兑现承诺，取信于民；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启动、诚信
典型带动、设立 “曝光台”促动等办法，在全市农村倡导
“诚信兴业、诚实做人”的风气，让群众在参与中受到教育，
在实践中获得收益。

“文明信用户”成为农民致富通行证
以前农民想贷点款，没关系贷不下来，信用社也不敢

放；具体到办贷款手续时，光是评估、担保一套手续下来就
得几个月。如今，被评为 “文明信用户”的农民想要贷款，
手续很简单。拿着一张文明信用卡和贷款证，填一份 《申请
表》，今天申请，明天就可拿到钱。在农业贷款额度上，１
万～５万元之间，有文明信用卡就可以贷，信用社带钱上门
服务；额度大的，只要以往还贷及时，信用可靠，随到随
贷。信用户总数达８０％的村，可以评 “文明信用村”，信用
村达６０％以上的乡镇，可以评 “文明信用乡镇”。

东营市创建 “文明信用村”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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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底，全市４０％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已命名 “文明信用村”４４１个，“文明信用企业”４９个，“文
明信用户”６．７万户，“文明信用工商户”１８１４个。与此同
时，全市农信社共核发农户、个体工商户贷款３０多万笔，
累计发放贷款近１００亿元，让利于民达５００多万元。

文明信用产生了连锁效应
找准了突破口，就找到了农民致富的捷径。事实证明，

自从东营市开展 “农村文明信用工程”以来，农民收入明显
增加，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贷款难、农信社放贷难的
“两难”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据统计，２００４年全市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４０３３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９％，增幅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农信社方面收益明显。到２００４年底，全市
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达到５９．７３亿元，全系统到期贷款回收
率达９９．９％，不良贷款率 ３．１４％，比工程实施前降低

２８．１％。在广饶县，农村合作银行２００２年的不良贷款占

１４％，到２００４年底，速降到１．８％；县农村信用社２００４年
获纯利达４０００多万元。

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协调，农民们诚信意识的增强，也使
当地的社会风气逐渐变得讲文明、讲信用。能够被评为文明
信用户，成为当地很场面的一件事儿。村民们你追我赶，连
上学的小孩也互相攀比。谁家没有信用户的牌子，谁在同学
中的威信就会受影响。

（选自 《光明日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１日）
点评：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如何保证契约双方履

行自己的义务，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关键。一方面，我们
强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用 “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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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同时，我们还必须用道德的力量，以 “诚信”的道
德觉悟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不仅
靠对违法者的惩处；更重要的是要使大多数参与竞争的人，
能够成为竞争中的守法者，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社会失去
了 “诚实守信”的道德基石，失去了 “诚实守信”为荣、
“背信弃义”为耻的舆论氛围，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是根本
无法建立起来的。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 “诚信为本”的道德
理念，以诚实守信为中心，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
用价值观。以部分带全体，逐步扩大守信群体。以人为本，
形成诚实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气。

一个果业协会与八百户农民的诚信合作

８００户农民每年愿意支付每棵树 “一斤水果钱”的酬劳
作为指导费，使３５００亩 “公子树”开花结果，８００户农民
增收上千万元；使６万亩 “不开花、不结果；光开花，不结
果”的退耕还林果树有了希望；更让他们欣慰的是，此举解
开了现代农业进程中，服务与被服务对象之间的一个死结：
信用。

现代农业不再是小而全式的单打独斗，专业分工产生的
大量服务、加工和销售组织每天都在与服务对象达成无数个
契约。而履约难，已经成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痼疾。现代
农业呼唤信用与法制，兴文县农民与果业协会之间的诚信合
作是一个难得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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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５００株、柚子１００株、橙子１５０株，３月１５日上午，
连启金与莲花镇桂花村三社农民罗吉斌签订了一份 “果树结
果技术指导”协议，这是连启金在该县签订的第８３７份协
议。按协议，罗吉斌的７５０棵果树如果今年挂果，他将要付
给连启金７５０元的技术指导费，也就是平均每棵树 “一斤水
果钱”的酬劳。

“听说你有技术，我一直托人到处找你，今天终于把你
拖来了。”罗吉斌签字画押后如释重负地说：“我这批果树今
年恐怕有搞头了。”

“总收入多少呀？”连启金略略算了算说：“到今天，一共
签协议３５００多亩，按协议一年应收１０多万，实际收入不到

１０万元，但大多数农户都愿意交钱给我们。”

６万亩果树结 “苦果”
梨、柑橘、板栗、核桃、樱桃、李子、柚子、荔枝、枇

杷……兴文县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引种果树，特别是在退耕还林
政策的鼓励下，政府和农民饥不择食，四面八方寻找果树
苗，漫山遍野地栽种，全县迅速发展经济果林１０万亩。

然而，由于基层干部和农民没有经验，种下的果苗先天
不足：有的苗子不纯；有的栽植不科学，比如异花授粉的梨
树需要配栽不同树种，而农民栽成了一个品种；有的缺乏肥
料和微量元素。到了产果的时期，大部分果树只开花不结
果，或不开花不结果。虽然有少部分挂了果，但个头不好
看，味道苦涩。

农户着急，抱怨声渐起；政府着急，又花钱到处请来专
家教授来 “诊治”。有的农民开始砍树，有的种上了粮食，
有的干脆任其自生自灭。到２００３年，全县经济果林从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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