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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作为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一
环，在新兴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现代产
业体系建设上，能够提供不可或缺的强有力
支撑。近年来，农行拉萨分行在各级党委政
府和总分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下，始终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
根本宗旨，持续加大对拉萨市重大战略、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今年年初至今
累计投放贷款183 亿元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各项贷款余额达680
亿元，市场份额持续保持首位。

农行拉萨分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扎西普
赤表示，农行拉萨分行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积极主动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以金

融“活水”助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紧盯拉
萨市科创产业发展布局，大力推广“科技 e
贷”等针对性金融产品，持续加大对专精特
新、高新技术、科技型等企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近几年农行拉萨分行共支持各类科技型
企业50余户，支持金额达120余亿元，从今年
年初截至目前，就与30余家科技型企业达成
合作共识，支持资金达到35亿元。

2024年1月，西藏合众实业有限公司有一
大批软硬件产品和系统的采购和研发，急需资
金周转。正当西藏合众实业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韩刚为贷款发愁时，农行拉萨分行主动找到
韩刚。由于该企业常年在产业创新积分评价
中处于前10%位置，依托创新积分评价，农行

拉萨分行给予了该企业高额度的贷款。
“多亏了农行拉萨分行670万元的‘科技

e贷’，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韩刚说，“作
为一家科创型企业，公司研发周期长、投入成
本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农行拉萨分行
这种有温度的做法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据悉，西藏合众实业有限公司属于科技
型小微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等
特点。农行拉萨分行与该企业进行了深入沟
通和交流，了解企业的融资需求和风险状况，
制定适合的贷款产品和服务方案，并高效完
成了贷款审批和发放工作，体现了科技金融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提升供给成色，服务好实体经

济，特别是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努力做到
金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同频共振。”在近日
召开的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赋能新质生产
力发展银企融资洽谈会上，农行西藏分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兼拉萨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赵
仕银表示，“科技e贷”是针对科技型企业设
立的全新贷款评价体系，通过大数据就能实
现自动精准授信。同时，还建立完善“基、股、
债、投、贷、租”协同作业模式，帮助企业畅通
资金链。

建立科技金融专营机制，创建科技金融
专属评价体系，构建科技金融服务生态……
一张围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蓝图渐
次展开。

推动科技金融向“新”而行

我区加速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这个春天，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近

年来，随着金融服务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西藏本地企业在市场、服务、技术等多方面得到更
多资金支持，发展活力进一步凸显，在促进就业、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金融支持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记者 王静

商报讯（记者 旦增玉珍）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重大
战略部署，“2024年西藏自治区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于6月1日举办。活
动旨在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全
区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仪式现场，区（中）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员，
拉萨市有关单位负责人员，社会各界代表等
共计300余人参加仪式。

此外，仪式上还为拉萨市人民检察院
申报的拉萨市数字检察监督平台、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申报5G专
网确保西藏国网电力配电网数据安全、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公司日喀则分公

司申报仁布县人民医院基层信息系统建设
等8个充分体现本土化的数字技术应用优
秀案例授牌。

“您了解一下，网络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
息息相关……”活动邀请的17家单位及企业
布置25个数字技术应用体验展，现场展示先
进数字技术及数字产品、设置互动体验项目、
发放宣传资料，营造了群众积极参与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活动的浓厚氛围。

“您好，这支智能笔多少钱一支？”西藏觉
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体验展上围满了
市民。被问到最多的产品就是觉罗数字旗下
研发出来的集扫描翻译、语音翻译、电子词
典、名师课堂等为一体的觉罗智能笔。“买这

一支笔，就能实现多功能同步，不管是小孩学
习，还是我们职场上班族都能使用，挺方便
的。”购买了一支智能笔的市民曲宗说。

西藏觉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6年3月，是西藏自治区重点互联网企
业，在此次仪式上被授予了全区数字技术应
用优秀案例牌。在展区现场，觉罗数字副总
经理索朗平措介绍着这次参展带来的三样
自主研发的电子产品。“此次被授予优秀案
例牌，对于我们来说是肯定，也是动力，我们
将继续推出更多、更好、更实用的数字化产
品。”索朗平措说。

除了觉罗数字，来自西安四叶草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展区的产品同样新颖又特别。在

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建设的大背景
下，网络安全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西
安四叶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针对这一形势
和本次活动的主题——数字经济与技能提
升，为大家展示了网络安全意识相关的一些
学习的内容，包括法律法规、日常生活中的电
信诈骗等相关的内容。

据了解，此次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
升月的启动，标志着西藏自治区在提升全
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
接下来，我区将继续加强数字技能培训和
普及工作，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
供有力支撑。

2024年自治区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启动

5月30日至31日，由自治区科技厅、区教育厅，
区科协主办，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承办的第十届全国
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西藏赛区）复赛圆满
落幕。大赛聚焦“智慧·安全·环保”三大主题，设“创
意作品”和“科普实验”两个单元，分为“人机协作”“未
来校园”“未来太空车”三个比赛组别，为热爱科学和
科技创新的青少年搭建展示和交流的舞台。

据了解，自大赛启动以来，西藏自治区青少年
积极报名参与，全区28所学校107支队伍参赛，经
过初赛评审，有50支队伍进入复赛，复赛现场气氛
紧张而热烈，选手们全神贯注、各显本领，通过作

品向评委和观众展示自己的创意想法。
“我们今天的作品是‘雪豹号’，我们在做的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还挺多的，包括焊接、组装等，但
我和队友配合很好，顺利解决了这些问题。参加
这个比赛，对我以后做其他的项目有很大的帮
助。”西藏班戈县中学多追坚才说。

在“人机协作”项目中，参赛队伍利用编程技
术，实现人与机器间的高效协作，展示了人工智能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广泛应用；“未来校园”项目
中，选手们则充分发挥想象力，构建出充满科技感
和未来感的校园场景；“未来太空车”项目中，选手

们以太空探索为背景，根据比赛设定条件进行作品
制作，并在赛道上完成指定任务，体现出了对未来
科技的大胆设想和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品保管部主任强巴卓
嘎表示，此次竞赛是西藏广大青年学生集中展示
原创力、彰显科技创新风采的赛事，经过数届的承
办和宣传，这项赛事队伍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
大，影响越来越深远。同时，经过激烈角逐，在比
赛中表现优异的队伍将代表西藏赛区参加全国总
决赛，与其他31个赛区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共同
争夺全国总决赛的奖项和荣誉。 文/图 记者 王静

第十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
暨作品大赛（西藏赛区）复赛圆满落幕

比赛现场。

比赛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