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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趣』摧

为提高中两部贫困地区广大农民和基

层干部的金融知识水平，推动农村金融组

织创新及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发展小额

信贷，构建普惠金融体系，解决“三农”

贷款难问题，助推扶贫开发。J：作发展，巾

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发起开展农村金融

教育活动，简称“金惠]：程”。作为首批

试点省区，四川省金融学会II 2008年起在

仪陇、南江、旺苍县等14个试点县开展农

村金融教育和农村中学生金融知识普及活

动，截至2014年底，吸收发展志愿者630多

人；累计开展各种形式的金融教育培训活

动2170期(次)，培训农民、中学生等达

230万人次，涉及180个乡镇及1000多个行

政村，为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质，推动

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L： J

南江县志愿者向农民讲解金融知识

口

宣汉县职业中学金融知识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