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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金融服务 助力地方经济
——农行甘孜分行为建设现代化甘孜贡献金融力量

◎ 陈建军

书写绿美新文章 赋能高质量发展
——云南红河州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 周勇

编辑 严崛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2023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甘孜分行坚持
以党的二十大、州委第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为
指引，紧扣州委、州政府以及人民银行、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各项安排，围绕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二区三地”“六大战略”“文化旅游、
特色农业、清洁能源”三篇文章狠抓贯彻落实，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023年，全行累计投放各类贷款99.53亿
元、余额 289.99 亿元，增量 40.93 亿元、增速
16.12%，增量四行一社占比达69%。加大“水
电光伏能源开发、全域旅游、特色农牧”信贷
支持，对公类贷款较年初净增19.83亿元；普
惠小微企业、普惠小微法人、民营企业贷款较
年初净增 11.01、4.88、6.3 亿元，贷款增速
50%、48.8%、37.99%；助力国家“双碳达标”要
求，全年绿色贷款余额、净增分别 183.64、
33.48亿元。

巩固脱贫成效
服务乡村振兴

持续擦亮服务乡村振兴名片。国重县贷款
全面达标。国家重点帮扶县贷款余额85.72亿
元、增量18.17亿元、增速26.90%；涉农贷款全
面达标。全行涉农贷款余额259.50亿元、增量
39.29亿元、增速15.02%、占比87.2%；全行普
惠性涉农贷款余额46.98亿元，增量15.73亿
元、增速51.41%；农户贷款余额34.73亿元、增
量 11.49 亿元，全部破零开办“富民贷”余额

3.67亿元、增量1.97亿元，脱贫人口小额贷款
余额11386万元、增量443万元；农业重点领
域贷款余额28.33亿元、年日均增量10.67亿
元、完成省分行日均增量计划152.43%；乡村
产业、粮食重点领域、乡村建设贷款余额分别
39.96、3.95、193.67 亿元，年日均增量 16.94、
1.83、7.97 亿元，完成省分行日均增量计划
211.75%、122%、234.4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贷款户数4403户、余额6.98亿元，
增1024户、0.77亿元；主要涉农特色场景智慧
景区全年点击量279.83万次，售票36.17万张。

推动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建设。示
范区九龙县支行贷款余额 28.42 亿元，年增
量4.95亿元。九龙支行金融服务模式获2023
年四川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产品服务类优秀
案例”。

全链条支持牦牛产业集群建设。落实《农
行甘孜分行支持甘孜牦牛产业集群建设金融
服务10条措施》，致力于为甘孜州牦牛产业集
群发展提供优质、丰富的综合金融服务，全覆
盖支持牦牛饲草种植、良种繁育、牦牛养殖、奶
制品加工、肉制品加工、牛绒加工等环节，累计
向 13 个产业集群县 20260 户农户投放贷款
30.05亿元，现贷款余额14.86亿元，向17家牦
牛产业企业、合作社投放贷款2.88亿元，贷款
余额6069.78万元。选优派强帮扶干部。年内累
计新选派、续派乡村振兴帮扶干部各9名，现有
11名驻村第一书记、7名驻村工作队员奋战在
乡村振兴一线。

履行大行担当
扩大社会贡献

助力灾后重建。9·5泸定地震后，累计为灾
区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等客户办理贷
款展期、续贷、延期还本付息等共计1248笔、
金额8041万元，累计设置1136笔、约6925万
元灾区农户贷款宽限期，累计完成3户共740
万元小微企业客户续贷与展期；累计完成6户
2000万元小微企业客户降息与调整分期还款
计划。对425户受灾农户、约6210万元调低利
率至年化3.65%；累计为泸定地区725户农户
发放贷款 1.3 亿元，走访对接各类受灾客户
1363户，为重建名单客户授信441户并发放住
房重建贷款6977.2万元，向3户普惠小微企业
发放应急贷款115万元，共向52户受灾个体工
商户发放贷款1311.39万元，发放“硬梁包”电
站灾后重建贷款4000万元，磨西镇一建筑公
司灾后重建项目贷款2000万元。

上税超千万、让利超亿元。2023年全行利
税上缴4484万元，对甘孜经济社会贡献力度
空前。落实减费让利，执行利率优惠。2023年累
计让利贷款超2.6亿元，累计为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减少支付成本100万元以上。

稳岗就业促稳定。2019年以来累计招聘
287名甘孜州本地生源到农行就业。密切干群
关系。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
族团结进家庭”实践行动，全行员工户均联谊

结对2户农牧民家庭，州本部员工结对联谊户
127户，行领导班子成员还联谊结对9·5泸定
地震帮扶户5户，联谊州福利院孤儿1名。

建设数字甘孜
渠道覆盖乡村

持续优化“物理网点+自助银行+惠农通服
务点+互联网金融平台+流动金融服务”新型
渠道服务体系。

扩大空白乡镇服务覆盖。已累计建设空白
乡镇网点63个，推进12个空白乡镇网点建设；
提升助农取款点实效。全年累计实现交易53
万笔、金额1.58亿元；移动金融持续惠民便民。
累计配备4台流动银行车，今年来按月排班开
展送服务进灾区、进社区、进军营、进校园、进
企业、进市场等七送服务64次，服务乡镇15
个，办理业务超5000笔；服务智慧医疗、景区
场景建设。与16个县人民医院、藏医院签订医
保移动支付清算协议，并完成甘孜州人民医院
医保移动支付场景建设，便捷群众就医、结算。
上线18个县行政村“智能代发平台”，实现全
省首家行政村资金平台代发。农行掌上银行月
度活跃客户16.9万户，首次在文化旅游、乡村
振兴等领域搭建并推广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为康定木格措、色达金马草原上线智慧景区；
推广数字人民币。农行个人数币钱包、对公钱
包开立、场景和数字人民币商户门店数分别为
52083个、4260个、10583个、6323个。

绿美红河建设启动以来，云南省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聚焦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
和州委“337”工作思路，大力推进全域绿化美
化，构建绿色生态产业体系，高效推动“绿美+”
发展，塑造“人、城、湖、产”和谐统一的城市形
态，形成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景更美、人更
富的城乡新风貌。

厚植生态优势，做足美丽文章。漫步在个
旧市的大街小巷，一个个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
随处可见，方寸之间，绿意盎然、暗香浮动；青
山绿水掩映，独栋新居林立，行走在绿春县153
公里边境线上，移步换景，每个村庄都是一幅
美丽的油画；驱车行进在蒙自市芷村镇查尼皮
村的村道上，一条公路如同银链，串起散落山
间的“红绿珍宝”；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
有绿，泸西县泸源中学的自然人文景观让立德
树人的育人理念芬芳弥漫在每一丛草间、每一
朵花房、每一枝树梢……

在高质量推进绿美红河建设过程中，红河

州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组织领导、规划设计和
政策保障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成立由州委、州
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推进全州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各县市承担
责任主体，负责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实施细则
或工作方案，确保顺利推进，通过强化部门协
同、上下联动，引导市场主体与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重点推进绿美城市、绿美乡镇、绿美社
区、绿美乡村、绿美交通、绿美河湖、绿美校园、
绿美园区、绿美景区建设，近期内建成一批各
具特色的城乡绿化美化新样板，未来10年努
力建成美丽红河云南新标杆、样板示范区。

在城市和社区，随着绿地、绿道、绿美社区、
绿美街道等不断增加，“开门进园、四季有花”的
美景不断涌现；通过见缝插绿、拆违增绿，绿美
城市完成新建或改造提升公园10个，完成新建
游园171个，成为群众家门口的绿色福祉。

在乡镇和村庄，各地以生活垃圾清理、村
容绿化美化、菜园果园改造提升等为抓手，发
动群众投工投劳，着力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13个绿美乡镇、924个绿美村庄蜕变成幸
福宜居的美丽乡村。

在绿美校园建设中，泸西县、绿春县等地

充分发挥校园教育阵地作用，将生态文明建
设、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教育教学，全州先后打
造“家长放心、教师舒心、学生开心”的绿美校
园18所。

此外，红河州4个绿美河湖、3个绿美园
区、12个绿美景区建设稳步推进；交通沿线应
绿尽绿，完成公路绿化美化2320.89公里。红河
州以绿为底，在增绿上善作善成。

推动绿色发展，提高生活品质。红河州委、
州政府带领全州上下，在全面构建“1+7+13”政
策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
形成统筹协调靠前、部门协同高效、州县（市）联
动紧密的工作格局，积极探索走出一条生态文
明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绿色发展
路子，让城乡绿化美化建设成果惠及全州人民。

走进开远南洞河带状湿地，两岸绿树成
荫，河水碧波荡漾。市民李芷向笔者展示手机
里拍的鸟类照片，她说：“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在
开远落脚，说明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近年
来，开远市按照“一河一政策、一湖一规划”的
思路，打造不同类型的绿美河湖，展现千姿百
态的水生态景观。

借山水之灵气，绘发展之胜景。放眼红河

大地，随着绿美红河的高颜值正转化为发展新
动力，绿美产业“含金量”不断提高。

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优良的土壤结构，
满足了发展鲜食玫瑰产业的要求。来到弥勒市
章保社区小河边村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村民忙
碌的身影。“村里发展墨红玫瑰花产业，一年四
季天天都有花盛开。”村民王瑜哲告诉笔者。

位于红河哈尼梯田核心区的元阳县梯田
遗产区，每当盛夏时节，一片片、一层层梯田翠
色欲滴，从山脊绵延嵌入深深的河谷，微风拂
过，稻香缕缕，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
构”凸显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的景象，
惊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从浑浊湖水到清凌碧波，从贫瘠荒地到绿
色发展……在红河州，这样涅槃重生般的实例
不胜枚举。逐绿前行，步履不停，红河州将深入
贯彻落实全省现场推进会精神，锚定“工作机
制基本健全、建管运营模式基本成熟、产业体
系基本构建、标杆引领导向基本形成”和“城乡
人居环境加快提质、全面植绿爱绿护绿意识加
快提高、绿美云南知名度和美誉度加快提升”
的行动目标切实抓好工作落实，深入推进绿美
红河建设。

本报讯（根秋曲珍 扎西旺拉）近日，西藏自治区日
喀则市召开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承担起精神文明建
设的主体责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
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建设
一同部署、一同推进，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组
织领导保证。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构建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
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委协调组织、责任部门各负其责、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市文明委要
加强总体谋划和工作指导，层层压实责任、切实推动工
作。文明委各成员单位要把精神文明建设同中心业务、
行业管理、社会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密切配合、分工负
责，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各县区各部门要结合本地本部
门实际，系统谋划推进各自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确保精
神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能够高质量高水平落地落实。

青海大通县：
一号文件宣讲润民心

◎ 汪迎伟

连日来，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696
名下乡干部走村串户，活跃在全县20个乡镇田
间地头，大力宣讲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精神，把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送到农家炕头。

统筹谋篇布局，上下联动增强“推动力”。
大通县第一时间组织召开动员部署会，及时制
定并下发《2024年大通县干部下乡开展“一学
三促”活动实施方案》，各级党组织迅速响应，
制定宣讲方案，安排部署宣讲工作，全县形成
统一安排部署，层层抓落实的新工作局面。各
乡镇党委明确任务分工，压实工作责任，要求
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示范带头，力促领导干部
学在前、悟在前、走在前，从严从实从细推进中
央一号文件精神宣传工作。

优化宣传教育，创新载体增强“渗透力”。
大通县精心组织宣讲工作，创新宣讲方式，通
过多种宣传方式将文件精神送到群众耳中、融
入群众心中，让广大群众做政策的明白人。拓
宽宣传阵地，加大“线上”宣讲工作力度，利用
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平台，把一号文件精神
推送到更多群众手机上，扩大宣讲的覆盖面和
影响力，真正做到让党的好政策“飞入寻常百
姓家”。

用心为民服务，排忧解难增强“影响
力”。大通县将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传工作
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落在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以及满意度上来，把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身边事转化为“一学三促”活动宣
传工作的具体实践，紧紧围绕稳粮保供、人
居环境、乡村振兴、村集体经济发展等重点
工作，聚焦春耕备播、牲畜养殖等群众关心
事、操心事，广泛征集民情民意，了解群众所
急所需所盼，集思广益为村“两委”班子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出实招、献良
策”，把党的“三农”政策转化为党员干部建
设和美乡村的实际行动。

西藏日喀则市召开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片仔癀杯”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经验交流好新闻征文启事

按照中央文明委的统一部署，第七
届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单位创建工
作正顺利开展。为了及时宣传、报道和
反映全国各地在文明城市、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文明校园、文明村镇等创建
过程中的最新动态、好的做法、成功经
验，以及在创建活动中涌现出的感人故
事、先进典型等，引导各地互相学习、相
互借鉴、共同提高创建水平的目的，本
报继续与福建省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在B1版头条位置以新
闻报道为载体，联合举办“片仔癀杯”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好新闻征文
活动，大力宣传和推广各地精神文明建
设的典型和经验。

一、征文时间：2024年3月1日起至
2025年2月28日。

二、征文体裁不限，通过消息、通讯、
特写、言论、图片（组照）等形式，全面反
映全国各地以及各行各业文明创建的人
和事。

三、征文不受地区、行业、部队、学校、
机关等限制。要求文章内容必须真实，力
求生动，短小精悍，1800字以内为宜。

四、来稿请注明B1版头条“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征文竞赛”字样，写
明作者姓名、地址、邮编、电话，发精神文
明报社电子邮箱 jswmb2016@163.com
或邮箱yangchu1@126.com杨初收，电
话：13980027877。

五、征文结束后，本报将组织新闻界
资深人士评选好新闻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作品奖若干名，除登报公布获奖作品
外，并为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欢迎全国各地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神文明报社

3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共同举办的2024
年“春风行动”柳州市用工企业及粤桂劳务协作融安专场招聘会在该县长安广场举行，粤桂两地携手为当地群众送岗位、送服务，努力实现稳岗就业，
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图为招聘现场。 覃庆和摄

向 而行“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