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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数字西藏发展基础
打造全方位数据汇聚中心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

行征信管理处副处长土旦桑珠介绍，建设地
方征信平台是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作，是完善我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实现征信全覆盖的重要举措。
为确保西藏地方征信平台贴合西藏实际、契
合西藏需求，西藏地方征信平台在平台建设
模式上，遵循“政府+市场”原则；在数据管理
方面，坚持“制度+技术”并重原则；在平台功
能应用上，紧密结合市场主体需求，围绕“提
升西藏征信服务有效供给”目标，指导征信
公司增强数据分析和治理能力，提升核心能
力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姚中玉介绍，中国人民银行西藏
自治区分行在自治区政府指导下，协调相关
政府部门形成工作联动格局，推动建立涉企
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协调各数据源单位强化
与平台的数据对接工作，推动政务公共信息
采集共享，指导地方征信平台灵活采用多种
对接方式、多种共享渠道开展涉企信用信息

归集整合工作，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企业信用信息大数据库，推动西藏地
方征信平台建设应用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悉，西藏地方征信平台已对接获取自
治区发改委、民政厅、住建厅等7个核心政务
部门以及拉萨暖心燃气、拉萨自来水公司等
公共服务部门共计507万余条数据，同时，通
过互联网技术归集辖区15.2万户企业非信贷
信用信息7194万余条，大数据基础不断夯实。

打造征信融资服务中心
构建线上金融综合服务中心
“银企信息不对称”“信用向信贷转化效

率不高”等是限制实体经济融资发展的难点
堵点。据了解，西藏地方征信平台运用归集
整合的企业政务和公共领域信用信息，围绕
征信促融定位，增强数据分析能力、优化征
信产品，提供维度丰富、覆盖领域广泛的企
业信用信息服务，刻画企业“信用画像”，助
力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支持银行全方
位、多角度判断企业信用状况，精准识别贷
款风险，更多拓展首贷户、更快更便捷地投
放信用贷款，助推“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机制不断完善。

据了解，截至今年 11月末，西藏地方征
信平台累计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信息查
询服务574次，共对接企业融资需求953笔，
金额286.7亿元，提供非信贷信用信息查询、
在线融资、政策发布等服务。

西藏地方征信平台按照自治区数字金
融基础设施定位，积极打造数字化金融综合
服务平台，发挥数字赋能作用，围绕市场主
体需求，完善融资对接功能和业务流程、丰
富信贷产品超市、优化智能匹配算法。整合
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创建普惠金融、乡村
振兴、绿色金融等专项服务版块，努力构建
以“数字赋能”为特色的“一站式”金融综合
服务平台。据悉，目前，西藏地方征信平台
已入驻辖区全部16家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
机构入驻22家，累计接入金融机构网点197
个，发布金融产品188个。

培育企业征信机构
深化西藏征信市场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遵循“政
府+市场”建设发展模式，积极培育平台运营
主体作为西藏首家企业征信机构，按照相关
法规开展机构备案工作，不断完善辖区征信

市场体系。指导平台运营机构完善市场化
运营模式，加强核心业务能力建设，与各类
金融机构充分开展技术和业务合作，针对市
场主体需求，增强征信服务供给有效性，提
升西藏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而对于广大企业关注的获取融资流程，
土旦桑珠介绍，平台线上融资业务流程主要
有登录平台、发布融资需求、银行响应企业
融资需求、贷款发放4个步骤。值得一提的
是，在登录平台时，首次使用西藏地方征信
平台的企业需要进行注册，经过身份验证
后，注册成为平台用户，已经注册的企业可
直接登录平台，且银行查询企业信用报告需
事前获得企业授权。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将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为指导，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宗旨，围绕高原经济
建设重点，依法履行监督和指导职责，推动
西藏地方征信平台不断“建好、用好”，持续
拓展信用信息归集范围，夯实企业信用大数
据基础，强化征信促融和数字赋能作用，提
升实体经济融资服务质效，助推西藏金融高
质量发展。

我区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不断提升
截至11月末，西藏地方征信平台累计对接企业融资286.7亿元

12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在拉萨召开“强化地方征信平台建设应用，助力西藏金融高质量
发展”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积极推进“构建覆盖全社
会的征信体系”，以西藏地方征信平台建设为抓手，着力完善西藏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加快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共
享，有效激活信用数据价值，提升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推动辖区征信体系高质量发展。 记者 德吉央宗

山南市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重点建设项目43项，总投资约28亿元

近日，山南市委、市人民政府在拉萨举行山南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工作情况发布会。记者在发布会现
场获悉，山南市自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工作启动以来，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无废城市”建设加快推进、污
染防治攻坚战成效不断巩固、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力有效、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
生态文明宣教形式丰富、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记者 旦增玉珍

森林面积118.28万公顷
风沙影响不断降低

据了解，山南市自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工作启动以来，在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
保护以及污染防治方面成效显著，特别是在生
态保护修复方面，山南市委、市政府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
进山南雅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共四批次78个子项目。截至11月底，已
完工子项目51个，完成投资28.1亿元，完成率
达90.55%。扎实推进拉萨南北山（贡嘎吉纳
片区）造林绿化工程，项目完成率及植树成活
率均居全区前列。

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牟永文在发布
会上介绍，山南市严格落实“林长制”，持续开展
雅江两岸面山造林绿化行动，每年组织开展大
规模群众性义务植树活动，着力打造雅江中游
百里生态走廊和沿喜马拉雅北麓生态廊道。“截
至目前，全市森林面积118.28万公顷，人工林面
积3.26万公顷，其他林地面积9.17万公顷，森林
覆盖率达24.79%。雅江两岸春冬季节风沙天
气持续减少，风沙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和重要
基础设施的影响不断降低。”

引导全民共同建设
“无废城市”成效渐显

自2022年4月24日入选国家“十四五”时
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以来，山南市印发《山南
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制定
《山南市“无废城市”建设鼓励办法（试行）》《“十
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共
设置“十四五”无废城市建设指标41项，截至11
月底，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15项，所有指标
均达到2023年控制目标，成功创建“无废城市
细胞”示范39家，“无废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据了解，山南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
重点建设项目共计43项，总投资约28亿元，主
要包括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提升、有机固废综合
利用等。截至目前，已完工19项。

山南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邢运
江介绍，为引导全社会共同建设“无废城市”，山
南市在开展国家级“无废城市”创建工作时，印
发《山南市“无废城市”建设鼓励办法（试行）》，
积极创建“无废机关”“无废医院”“无废工厂”
等。目前，全市超过四分之一的村庄已开展垃
圾分类，初步建立垃圾兑换超市75个，率先完
成“十四五”目标。

问题整改新进展
项目推进显进度

山南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并结合实际认领整改任务24项，制定整改
措施112条，从严从实抓整改。截至目前，已
整改84条，序时推进整改28条。

山南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局
长邢运江在发布会上介绍，自 2022 年 7
月 5 日西藏空港新区移交山南市管理以
来，山南市委、市政府及时成立工作专
班，多次研究调度，深入实地督导整改落
实工作。西藏空港新区典型案例涉及 5
个方面问题，共制定整改措施 30 条。截
至目前，已完成整改28条，序时推进整改
2 条。其中，投资 18092.26 万元建设的空
港新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一期）于 5 月 29 日开工建设，现已完成
投资3904万元。

此外，总投资3670.72万元的吉雄干渠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于今年9月开工建设，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37%，累计投资 1168.5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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