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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均由农行西藏分行提供）

始终扛牢服务“三农”政治

责任，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机构的职责，融入地方经济发展，金

融机构不仅要做见证者，更要当好参与者。

近年来，农行西藏分行坚守服务乡村振兴领军银行和服务

实体经济主力银行定位，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忠

诚履行农业银行在藏特殊使命任务，全力以赴强产业、壮实体、

促普惠、改民生，源源不断将金融活水投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5 年来，农行西藏分行累计投放超过 2882 亿元实体贷款，连

续 4年实现实体贷款增长破百亿元。

主动服务融入区域发展战

略，让发展势头更充足

“从没想过牦牛和绵羊也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将来扩建牛

棚羊圈，实现养殖规模翻一番大有希望了。”日前，农行南木林

县支行通过钻石卡增信方式（信用+活体抵押），为南木林县某

合作社投放贷款 80万元，该合作社法人代表激动地说。

近年来，农行西藏分行坚持“三农”投入只增不减，每年三成

支出用于接续乡村振兴，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促进乡

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金融活水浇灌山南市加查县千年核桃

林结出“致富果”，助力林芝市墨脱县格当乡羊肚菌撑开“致富

伞”，让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土豆变身“金豆豆”。

农行西藏分行坚持把服务乡村振兴作为经营工作重心，聚

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农户金融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乡村

产业、乡村建设、县域消费和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大力倾斜人

力、财务、信贷、考核等政策和资源，持续出台支持乡村振兴各

项举措，成果有目共睹：

加强防止返贫常态化监测帮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

展，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00.94亿元，年净增 5.46亿元；

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大力实施消费帮

扶，消费帮扶金额 1400万元；

主动适应农牧业发展新需要，创新推出“智慧畜牧贷”“青

稞产业贷”“营造林先造后补贷”“318·幸福旅游贷”等 20 余种特

色产品；

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粮食安全贷款年净增 36.04 亿元。

大力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规模化经营，乡村产业贷款年

净增 48.25亿元；

……

截至今年 6 月底，农行西藏分行涉农贷款余额 692.51 亿元，

农户贷款余额 389.05亿元。

今年 6 月 30 日，拉萨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全线正

式通车，两市之间的车程缩短至约 3小时。

拉日高等级公路的全线通车离不开金融力量的

支持。农行西藏分行始终坚持把服务重大项目作为

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立足主业、坚守

本源，自拉日高等级公路建设项目开工以来，不断组

建上门服务团队，成立“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等

走进施工现场，为一线施工人员提供“零距离”上门服

务 1000 余次，利用节假日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 100

余次，全力保障了对拉日高等级公路建设项目的金融

服务。

近年来，农行西藏分行围绕自治区“十四五”规划重

点，全面支持民生工程，交通、环保、清洁能源等项目建

设，5年来，支持了青藏铁路、川藏铁路、国网藏中联网、

农村路网、民航运输等 260余个项目和建设主体。

此外，着力聚焦“高精尖”，培育支持专精特新、高

新技术、科技型、先进制造业四类重点客群，科创企业

贷款达 176.87 亿元。助力西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

地，有力支持了如美、扎拉水电站等 20 余个清洁能源

项目建设。

农行西藏分行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成功

将城北支行打造成为西藏首家“零碳绿色网点”，高质

量完成南北山“金穗生态林”3419亩绿化造林任务。

加快发展普惠金融，优化小微信用类、抵押类、供

应链类线上产品政策，推出“首户 e 贷”“账户 e 贷”“纳

税 e 贷”等 10 余款线上小微产品，推动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民营企业融资增量扩面提效，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228.72亿元。

据农行西藏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林庆介绍，近几

年，农行西藏分行积极支持“一核一圈两带三区”区域

发展布局，建立服务重大项目领导包干推进机制，定

向支持引导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配置投放，七成以上

信贷资金投入民生领域和重点薄弱环节。

近日，农行拉萨康昂东路支行在办理业务过程中，获悉拉萨市达孜区唐

嘎乡有 4 位老人因年迈无法前往银行网点办理社保卡开卡业务，预计后续养

老金发放将会受到影响。

工作人员了解这一情况后，迅速响应，立即组织专人前往老人家中提供

上门服务。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业务流程，仔细核对客户身份信息后，利用移

动设备为老人办理了社保卡开卡业务，同时向老人讲解银行卡安全使用知识

和反诈常识。

近年来，农行西藏分行坚持金融为民，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金融问题，不折不扣推动广大群众“衣食住行”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见效。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加大对个人消费、住房、购车、经营等

支持力度，非涉农个人贷款超过 400亿元；

落实减费让利惠企利民，年内累计减免支付服务手续费 3100 余万元，惠

及市场主体 3.5万余户；

全面助力数字西藏建设，加快发展智慧政务、智慧校园、智慧出行，互联

网高频场景 600多个；

加快推动养老金融业务发展，开展个人养老金账户营销试点，做好社保

卡“一卡通”工程，推进网点适老化服务改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建立 70 余

个“爱心驿站”，其中“珠峰爱心驿站”广受国内外游客好评；

致力打通农牧区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3+2”流动服务、5538 个惠农通

服务点、5270 个掌上银行村、2148 台自助设备、23 台流动服务车，让农牧区金

融服务实现从“填补空白”到“全面覆盖”的转变。加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教育，建立警银协作和快速响应机制，强化电诈全方位治理；

……

如今，新市民金融服务助力外卖小哥等群体扎根城市，汽车分期抵押贷

款助力更多家庭开启“幸福旅途”，“智慧+”场景让居民生活更加便捷，老百姓

心心念念的“家门口的银行”照进了现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文化领

域国资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重大战略部署。

“本次机构改革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全社上下要把深化

机构改革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西藏日报社机构改

革动员部署大会上的讲话拨动着每一位干部职工的心弦。

西藏传媒集团是我区第一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西

藏日报社党委下决心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改革。

受疫情影响，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社会整体预期偏弱。西藏传媒集团也出现了连续三年亏损，

账面资金少、遗留问题多等问题。

2023 年 4 月起，西藏日报社党委对上一届西藏传媒集团

领导班子开展为期半年的全面审计，旨在摸清家底、查找问

题、排查风险、对症下药，清理历史遗留问题，确保西藏传媒

集团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对西藏传媒集团原有领导班子进行全面调整，从

中宣部‘组团式’援藏干部中挑选一名干部，与在西藏日报社

选拔的两名干部共同组成新一届西藏传媒集团领导班子。”

新班子到位后，在社党委的支持下，迅速优化管理层级，推动

中层干部竞聘上岗，打破原有干部选拔格局，充分调动集团

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

新的管理团队上任伊始，就定下目标：2023 年达到收支

平衡，实现扭亏为盈。围绕这一目标，广泛开展调查分析，查

找经营亏损原因，提出实施方案。

“我们不断优化内部组织架构，合并重组子公司，整合调

整各板块、部门职能；对全体员工进行重新定岗定薪，明确责

任、强化考核；全面推进‘立改废’工作，清理完善各项经营管

理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多轮招才引智，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西藏传媒集团总经理梁国瑞说。

改革为人才成长搭建了发展平台，激发了采编、经营队

伍的工作干劲，初步实现了“扁平化”管理，树立起了“多劳多

得、优劳优得”的考核导向，干事创业氛围进一步形成。

在西藏传媒集团本轮改革中，其中一个亮点是成立战略

规划部。作为项目管理、流转、监管的中枢，战略规划部对所

有经营性项目进行精准管理、全程追踪，制定项目管理“作战

图”，列出所有项目的目标任务、具体指标、实施进度，定期督

促项目推进，协调全集团资源，确保项目高质量实施。

2023 年，西藏传媒集团顺利实现扭亏为盈，成功扭转了

此前连续亏损的不利局面。

从数据上看，集团经营业务转型发展的势头已然形成：

2023 年，项目营业额达到 1552.52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60.3%，其中，当年新增项目营业额达到 899.78万元，占项目收

入 总 额 的 57.96%；今 年 1 至 7 月 ，集 团 已 落 地 项 目 收 入 达

1339.96万元，全年项目收入预计将超过 2308.07万元。

数据变化的背后，是西藏传媒集团经营业务的持续转

型。今年以来，集团开始布局会展会务、数字文旅、文创产品

领域业务；加速推进成立尼泊尔公司，开展国际文化传播工

作；与区外先进技术公司合作，商讨成立合资公司……

《日光之城》作为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电影中心”）全面推进国有文化企业改革、成立公司走向

市场后运营的第一部作品，目前正在筹划公映工作。

“这是一部反映新时代西藏人民生活的重点电视剧，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影视作品中的一次体现……”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杨铮在电视剧《日光之城》

开机仪式上说。该剧由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指导，中共湖南省

委宣传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摄制，讲述了

以索朗为代表的 6 位年轻人在西藏这片热土上寻找自我、追

逐梦想的故事。

2023 年 3 月，电影中心研究成立西藏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影视公司”）。同年 6 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作为

处置人，授权电影中心监管影视公司，10 月，完成影视公司的

工商注册，并与西藏金品源文化有限公司签订 2024 年区文产

专资项目协议书。

影视公司的成立，实现了西藏自治区级文化市场主体从

无到有的发展。

唯有深化改革，才能持续释放国有企业活力。经过一年多

的努力，影视公司有序运行，制定完善了规章制度 20 余条，确

保了公司的正常运行；完成了《怦然肝动——保护肝脏 健康生

活》等三部科教片拍摄，孵化《极地搜救》《格桑花儿开》等具有

西藏元素特色、符合时代发展的商业类型电影；开展藏语公益

电影放映活动 230场，受益群众 5900余人次；开展主创见面会、

粉丝见面会等电影文化交流活动，联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举办“与山对谈·珠峰影像百年论坛”。

“目前，影视公司基础薄弱、层次低、规模小，初级特征明

显。”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党委书记程晨表示，下一步，

我们将结合西藏实际，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高举改革旗

帜，聚焦“四梁八柱”、锐意攻坚克难，努力出精品、出效益，弘

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破 茧·起 航
—我区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见成效

本报记者 杨小娟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打造

更多贴心可感的民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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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 上 午 ，《诗 意

生命》张鹰油画作品展开幕

式 在 拉 萨 举 行 。 画 展 分 为

“印象原野”“高原生灵”“生

命乐章”三个章节，意在通

过作品让观众拥抱自然、感

悟 生 命 。 画 展 吸 引 了 众 多

艺 术 爱 好 者 和 各 界 人 士 的

关注。

上 图 为 张 鹰（右 二）在

为参观群众讲解创作历程。

（图片由西藏琉璃桥艺

术馆提供）

左 图 为 参 观 群 众 在 欣

赏张鹰油画作品。

本报记者 索朗旺久 摄

农行西藏分行支持拉日高等级公路建设。

农行西藏分行

支持珠峰脚下民宿

产业发展。

农行日喀则分

行信贷支持青稞产

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