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

农业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农行西藏分行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为根本，以推动绿普、绿农融合为

引领，坚持绿色金融战略，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创

新发展，为绿色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

现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建设美丽西藏和国

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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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培养老年人的兴趣

爱好，锻炼动手动脑能力，近日，林芝市巴宜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开展了“乐享金秋、情暖夕阳”主题活动。

图①：老人展示自己制作的树叶拼贴画。

图②、③：老人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制作树叶拼

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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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细作抓落实 提档增速强管理

拉萨市财政体制改革全面突破

近日，昌都市白玛镇乃然村经济合作

社举行集体经济分红大会，182 户村民共获

得分红资金 12.73万元。

村民布公一边数着现金，一边激动地

说：“以前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现在

有了集体经济，不仅劳动就业的问题解决

了，家里收入也增加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白玛镇乃然村距县城不到一公里，对

于发展特色服务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前些年，乃然村村民整体搬迁至乃然

新建的 16、17 小区，村集体土地、村民宅基

地和耕地由政府征用作为城市发展用地。

针对村民就业、增收的难题，村党支部和自

治区科技厅驻村工作队对乃然村的周边环

境、发展方向、发展前景进行调研，经充分

论证，认为乃然村可依托临近县城的区位

优势，确立以“党建引领+群众参与+文旅融

合”的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模式，积极申报

“喜热真美”村集体婚庆场所项目。

2022年，该项目获批建设。除国家投入资

金，村民们还自筹资金 19万元。2023年 2月，

“喜热真美”村集体婚庆场所正式对外营业。

同时，驻村工作队协助村“两委”制订

了《白玛镇乃然村集体婚庆场地租赁项目

实施方案》，规定婚庆场所由乃然村“两委”

班子成员负责管理、运营等工作。按照方

案，婚庆场所收入的 75%作为村民鼓励分

红，5%作为优秀管理人员的奖励分红，10%

作为下一年度集体经济日常运营资金，10%

作为村党组织服务群众资金。

本报拉萨讯（记者 裴聪）今年以来，按

照拉萨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拉萨市财

政体制改革全面发力、纵深推进，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拉萨提供坚实保障。

建立 国 家 基 础 标 准 和 地 方 标 准 相 结

合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制定公

车租赁、物业费、残疾人托养机构托养运

行等 8 项支出定额标准，实现预算编制精

准化、科学化。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拉

萨市财政资金分配流程的规定》，实现对

财政资金全方位的有效监督管理。制定

《功能园区财政资金分配管理的意见》，有

效提升集中财力办大事能力。修订拉萨

市惠民惠农领域、拉萨市基本公共服务领

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实施方案，推

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聚焦预算绩效

目标管理，构建市直部门单位分行业分领

域绩效指标体系，将 1172 个项目纳入指标

库，设置绩效指标 10291 条。修订《拉萨市

本级预算执行绩效考核奖惩暂行办法》，

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印发《拉萨市本

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租赁管理

实施办法》，强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

用车租赁行为。将政府采购工程项目预

留 面 向 中 小 企 业 份 额 从 30%以 上 阶 段 性

提 高 至 40%以 上 ，提 升 中 小 企 业 竞 争 力 ，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印发《拉萨市政府采

购合同融资（政采贷）工作实施方案》，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高效

有序完成城市管理市政市容、环境卫生、

园林绿化“三项权责”事项资金划转承接，

不断提升城市管理质效。

完善机制建设——
提升绿色治理水平

盛夏高原，拉萨河畔绿意浓浓。

农行西藏分行“金穗生态林”工程进展顺利，

曾经的荒山荒原，如今披上了绿装。

“我们根据高原的气候环境特点，科学种植了

油松、山杏、白榆、沙棘等近 10种树苗。”项目负责

人介绍说。农行西藏分行“金穗生态林”计划造林

面积 3419.7亩，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造林。

除了做优“金穗生态林”绿化工程，农行西藏

分行还持续加大对参与南北山绿化工程各企业

的资金支持力度，以金融力量推动西藏生态文明

建设。

为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农行西藏分行

立足西藏实际，制定印发《西藏分行 2024 年信

贷政策指引》，明确全行信贷投向和结构调整方

向，提出多项绿色贷款投放政策及要求，持续提

升绿色治理水平，为信贷业务健康有序发展指

明方向。

与此同时，印发《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

分行绿色金融/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委员会工作

规则》《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024 年

绿色金融/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点》，进一步明

确各委员会工作职责和工作要点，推进绿色金

融快速发展。

体制机制保障有力，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和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组织统筹

能力持续增强，总分联动、行司联动、部门协同运

行机制顺畅。

强化顶层设计，聚焦乡村振兴、绿色转型等

重点领域，加快完善绿色金融业务体系建设，推

动形成产品更加丰富、服务更加多元的绿色金融

产品服务序列。

如今，“‘地球第三极’绿色银行”品牌建设

质效不断增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绿

色底色更加鲜明，市场美誉度和社会责任形象

持续提升。

创新产品服务——
加快释放发展潜力

山南市加查县的核桃林历史悠久。其核桃

以皮薄、个大、肉质香醇而誉满高原，是当地重要

的经济来源。

近年来，当地核桃苗圃培育种植企业在农行的

信贷支持下正逐步迈向现代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

坐落于加查镇江塘坝的某农林科技有限公

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先后从农行加查县支行获

得林业育苗经营周转资金贷款 198 万元。“农行

为我们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将金融服务融入种

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各环节，真正为我们办了

实事。”该公司负责人高德才说。

在林芝，农行巴宜区支行、墨脱县支行分别

在嘎拉村、德尔贡村以户为单位，对家庭垃圾回

收、家庭成员名下新能源汽车持有情况、村集体

植树 3项内容等行为进行积分。

“累计积分作为农户贷款授信额度的依据之

一，可适当提高农户贷款授信额度，激励和引导

农牧民群众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实现争做绿

色环保践行者和推动者的目的。”农行林芝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扎西达娃介绍，“截至 2024 年 6 月

末，我行创新开展的绿色积分信贷业务共为 33

户农牧户发放绿色积分贷款 707万元。”

今年以来，农行西藏分行把加快绿色金融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

务体系，加大绿色信贷投放，积极发展绿色产品

与服务，多角度满足客户低碳转型金融需求。截

至 6 月末，农行西藏分行绿色信贷余额 374.78 亿

元，较年初增加 33.17 亿元。其中清洁能源产业

贷款余额 155.69亿元，较年初增加 0.57亿元。

建设绿色银行——
持续擦亮发展底色

近年来，农行西藏分行秉持绿色可持续发展

理念，积极推进绿色银行和绿色网点建设，有力

推动了全区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去年底，西藏银行业首家“零碳绿色网点”开

业暨揭牌仪式在农行拉萨城北支行举行，这是农

行西藏分行所辖机构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支

持拉萨市经济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助力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的具体实践。

今年 5 月底，“绿色银行·碳能量”个人碳账

户线下主题宣传活动在山南市洛扎县举办。

“个人碳账户”是依托农行掌上银行“低碳空

间”，客户可在活动有效期内通过农行掌上银行

转账、支付、查询明细等方式积攒能量，在达到标

准后可到洛扎县任意网点兑换礼品。依托农行

山南分行金融信贷积分制度，集中整合信息资

源，以积分台账为依据，将积分的 50%折合成能

量用于兑换礼品，并获得增信贷款。

活动当天通过农行掌上银行“低碳空间”兑

换碳能量 30663g，为 50名农牧民兑换了礼品。

在推进绿色网点建设中，农行西藏分行聚焦

绿色网点打造，制订 2024 年全年绿色网点建设

工作计划并全力推进，引导网点不断通过绿色回

收物品使用、低碳办公、绿色会议、绿色通勤、低

碳差旅出勤、低碳生活等持续推进碳减排，助力

全行绿色金融发展。

农行西藏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林庆表示，农

行西藏分行将坚持“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模式，

全力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积极探索具有西

藏特色符合群众期待的高质量绿色金融发展路

径，切实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双碳”目标

贡献农行力量，履行国有大行责任担当。

图①：农行那曲分行对那曲清洁能源项目的

支持。

图②：西藏首家零碳绿色网点——农行拉萨

城北支行。

图③：农行林芝分行墨脱县支行推出生态护

林绿色金融积分贷款发放仪式现场。

因地制宜促发展
——昌都市白玛镇乃然村举行集体经济分红活动

本报记者 李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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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向““绿绿””而行而行 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农行西藏分行以金融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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