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发行西藏分行支持西藏牦牛特色产业发展，向西藏农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放5000万元“牦牛贷”，促
进特色产业政策有效落地，为牧区百姓增收致富提供重要保证。图为在拉萨市达孜区扎西岗村，技术人员正
在指导牦牛产业饲料基地的农民管理青贮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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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增拉姆

70年栉风沐雨，70年春华秋实！“西藏和平解放
7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
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社会制
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
活极大改善，城乡面貌今非昔比。”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

70年在历史长河中犹如白驹过隙，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创造了彪炳千秋、利泽万代、亘古
未有的历史功绩。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西藏从黑
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
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西藏社会的面貌日新月
异，西藏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实践证明，没有中国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

提升政治站位，书写农业政策性
金融“支农为国 立行为民”的西藏篇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深刻领会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论述精神，秉承家国
情怀，心系边疆，自觉主动提升政治站位，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为政治保证，坚持执行国家意
志、服务三农需求、遵循银行规律“三位一体”办行理
念，从机构设置、政策倾斜、特殊扶持关爱等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

2012年，农发行总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党中央“富民兴藏”的战略举
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为不断健全西
藏金融体系，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及金融事业加
快发展，成立西藏自治区分行。成立至今，农发行坚
持以过硬的政治觉悟，强有力的执行力，深刻认识和
把握农发行在支持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职责
和使命，不断彰显农发行“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
职能作用。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农发
行对标对表中央要求，制定出台《关于全面贯彻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 支持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分别从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加强风控
合规能力支撑和强化组织建设保障 3个方面共 24条
规定精准施策政策性金融支持西藏发展，全力以赴
助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扛起金融戍边、金融支农的使命,
着力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守护幸福家园

西藏分行系农发行系统成立最晚的省级分行，
是队伍最年轻、机构人员最少的 1 家省级分行。在
120多万平方公里的雪域高原，这支不到 100人的队
伍，心系高原，筑牢“治边稳藏、长期建藏”的思想，
坚持“宁可生命折旧、不让使命欠账”的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谱写了全力服
务脱贫攻坚，全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力服务三
农的篇章。

如果说民主改革使西藏社会制度“一步跨千
年”，那脱贫攻坚让西藏人民生活方式“一步跨千
年”。没有搬迁以前，家住在那曲尼玛县卓瓦乡的洛
桑仁青，从家到乡里要走上20多公里，孩子上学不方
便，房子也没有电，用水只能到很远的地方去取。

2019年以来，西藏分行以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工作为支撑点，支持建设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和分
散安置点905个，为全区26.6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打
通了安居之路。投放相关贷款 17.69亿元，支持农村
水利建设项目 150余个，覆盖全区 34个深度贫困县、
14个边境县的饮水、灌溉、防洪、水土保持等民生水
利项目，受益人口达到 30.13万人。坚持把支持易地
扶贫搬迁作为金融扶贫的头号工程，争取总行及时
出台特殊差异化政策，2016年仅一周时间内集中投
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 150.13亿元，占全区同类贷款
的 99%以上，截至 2020年年末易地扶贫搬迁贷款余
额 41.78亿元。为全区顺利完成“五个一批”易地扶
贫搬迁扶贫作出积极贡献。

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错高乡错高村，和村里大多
年轻人一样，普扎作为家里唯一出过远门的人，也只
是到过拉萨的酒店打零工，一家过着“等着政府发补
助、放着牦牛唱牧歌”的山村生活。

西藏分行党委高度重视，要求业务部门从村子
实际出发抓住乡村特色旅游发展机遇，大力支持村
民改善生活水平。普扎一家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现在这里的居民已经开始了“服务游客谋幸
福、望着远方铸梦想”的全新生活方式。

近年来，西藏分行累计投放产业扶贫贷款 68亿
元，约占全区产业扶贫贷款的 30%，有效支持特色旅
游、农牧业、种养业、民族手工业等项目近200个。

“十三五”期间，西藏分行勇当富民兴藏排头兵、
争当金融扶贫示范行，坚持把农发行的发展和治边
稳藏的伟大历程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不移跟着党
的治藏方略走，跟着自治区重大决策部署走，跟着

“十三五”规划走，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使“农发行”这块金字招牌在雪域高原这片
高天厚土上更加熠熠生辉。全面加大对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累计
在藏投放贷款 1023.19亿元，捐赠扶贫资金超过 1000
万元，开展消费扶贫投入资金近1000万元，累计在藏
投放扶贫贷款 965.61 亿元，扶贫贷款余额 636.78 亿
元、占全区扶贫贷款余额的48%、接近其他14家在藏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公扶贫贷款余额的总和，扶贫贷
款投放额和余额均稳居全区金融机构第一位。大力
支持列入自治区“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基础民生项
目，累计发放民生基础设施贷款 754.11亿元。加大

“四好农村路”和国边防公路建设的支持力度，累计
发放农村路网和国边防公路建设贷款 485.78亿元，
截至 2020年底交通贷款余额 440.62亿元，占全区交
通贷款余额的50%以上。加大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
累计发放相关贷款54.37亿元、截至2020年底贷款余
额 44.79亿元，支持旁多水利枢纽等各类重点水利项

目166个。加大对水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建设的支持
力度，发放能源贷款 26.38 亿元，余额 5.22 亿元。全
力支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累计发放
贫困村巩固提升、棚户区改造、城乡一体化等其他民
生基础设施贷款 187.58亿元、截至 2020年底相关贷
款余额 124.63亿元。紧跟自治区发展“七大产业”的
战略布局，累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68亿元，产业扶贫
贷款余额 56亿元。创新落地“青稞贷”“牦牛贷”，支
持托稳各族群众的“粮袋子”“菜篮子”“肉盘子”，累
计发放青稞收购销售轮储贷款 50.06亿元，支持企业
年购销储总量占市场份额50%以上；累计发放牦牛产
供销全产业链和乳制品加工相关贷款 2.44亿元，服
务全区牧业发展；向山南市“菜篮子”工程发放贷款
0.86亿元，向林芝市批发转贷产业扶贫贷款 7亿元、
支持产业项目172个。

服务西藏“四件大事”，谋长久之策，
行固本之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贡献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倍加重视西藏工作，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
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7 月下旬，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考察调研，祝贺西藏和平解
放70周年，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
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在西藏视察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
系列重要指示，明确了治边稳藏的重大战略任务和
重大举措，擘画了西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奋进蓝图，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
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
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四五”开局以来，西藏分行坚持跟着党的要
求走，跟着党的治藏方略走，跟着国家、自治区和农
发行发展规划走，聚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切实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当
先导、补短板、逆周期”作用。截至 8月下旬，累计发
放各项贷款31.37亿元，全辖贷款余额708.53亿元，各
项存款余额 37.4 亿元，存款日均余额 40.03 亿元，较
年初增长 2.58 亿元。近期以来，坚持把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在西藏视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
对西藏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动力、精神动
力、工作动力，坚持在为民服务上力行，积极主动作
为，按照自治区关于在全区做好 13项民生实事的要
求，积极支持推动 1号民生实事，做好支持扩大健康
茶供应工作，率先向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投放 1.65亿元贷款，支持企业用于采购 7000吨
低氟健康茶，满足西藏各族群众的高品质健康茶饮
用需求，切实提升西藏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
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的指示精神，加快推进与在藏
央企合作力度，年内先后与三峡、华能、大唐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坚持把优质金融资源配置到稳定、发
展、生态、强边的重点领域。近期，向大唐西藏扎拉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投放贷款 2 亿元，用于支持全区
重大水利和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发放抵边建设贷款
6.94亿元，不断强化“戍边银行”“水利银行”品牌形
象，有力发挥政策性金融“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
作用。

下一步，西藏分行将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坚守定位、贯通上下、
协调内外，科学谋划“十四五”时期西藏分行发展思
路，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现代化、农业农村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边境建设和“一核一圈两带三区”区域发
展新格局“七大主业”，对应打造“粮食银行”“服务乡
村振兴的银行”“农地银行”“水利银行”“绿色银行”

“戍边银行”“交通银行”等品牌，巩固服务治边稳藏
的主力军地位。坚持以“452”业务为发展重点，即：
做好土地、水利、能源、旅游“四篇文章”，支持路网、
水网、电网、信息网、物流网“五网建设”和设施农业、
边境建设“两个重点”，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坚持“治
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紧紧围绕西藏

“四件大事”，全力服务抵边建设，重大水利和清洁能
源建设项目，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
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力服务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地方部署，传承创新在
服务脱贫攻坚中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全力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努力在攻坚克难中办实事、开新
局，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西藏贡献金融力量。

农业政策性金融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

本版图片均由刘凤羽摄

地处琼结县和乃东区的西藏山南市“菜篮子”工程建设项目是该市产业精准扶贫重点项目。图为琼结县下水
乡的村民正在为蔬菜除草。农发行西藏分行是第一家给予山南市“菜篮子”工程建设项目融资支持的金融机构。

农发行西藏林芝市分行支持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建设，该校目前2400多名学生中，99%是藏族农牧民的
孩子。图为学生们正在新建的学校操场上踢足球。

图为农发行西藏分行支持建设的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错高村新村图为农发行西藏分行支持建设的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错高村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