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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张尚华）今年以

来，工行西藏分行东城支行积极响应

工行总行“春润行动”号召，通过开展

“微信绑卡 一元体验”促销活动、上门

推广“幸福 e 分期”等业务，为进一步促

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反弹贡献

了工行力量。

为更好地回馈客户，提升客户支

付 体 验 ，促 进 消 费 ，工 行 西 藏 分 行 东

城支行开展了“微信绑卡 一元体验”

促销活动，制定“激活有礼”专项营销

活 动 方 案 ，以“ 扫 码 优 惠 ”的 促 销 形

式，通过线上人工批量外拨短信向支

行 1.8 万 存 量 客 户 发 送 了 活 动 内 容 ，

以 活 动 拓 展 新 客 户 、服 务 老 客 户 ，做

好 了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下 的 金 融 服 务

工作。

为了给疫情期间长期奋战在一线

的“白衣天使”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

务，提升银行服务水平，工行西藏分行

东城支行工作人员专门前往自治区人

民 医 院 ，为 医 护 人 员 宣 讲“e 分 期 ”产

品，通过连续 3 天把银行柜台“搬进”医

院的贴心服务，成功批量营销 156 户

“幸福分期信用卡”。

服 务 彰 显 品 牌 ，服 务 创 造 价 值 。

今年以来，该支行积极应对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树牢“比”的意识、“拼”的

干劲，主要经营指标实现逆势增长，各

项存款比年初增加 3864 万元，个人客

户增幅 55.5%、对公客户增幅 22.9%，用

实际行动体现“干”出成效。

截至 5 月末，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较

年初增长 4.57%，高于全行同期各类贷

款平均增速；

截至目前，共计支持全区各类复工

复产贷款 46.46 亿元，涉及基础设施建

设、交通、能源、水利、建筑建材、商贸流

通等多个重点行业领域；

……

今年以来，中行西藏分行自觉提高

政治站位，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中行总行

的部署要求，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积极投身“抗疫+复工”，为我区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

有贡献。

“在疫情发生初期，我行便迅速出

台了《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八

条措施》，切实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疫情

防控的信贷支持力度。”该行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同时，主动上门对接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

化旅游等行业，了解疫情影响和企业困

难。

截至 5月末，共为批发零售、文化旅

游、住宿餐饮行业的民营小微企业发放

各类贷款 1.11 亿元，协助企业走出困

境。

在加大对中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

度方面，已为山南、日喀则等多地个体

工商户、小微企业主提供了延迟还款、

延迟到期日服务，涉及金额合计 413 万

元，解决了受疫情影响客户的需求，缓

解了客户还款压力。

“截至 5月末，我行普惠金融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增幅为 9.33%。1-5 月，我

行 已 累 计 为 37 户 小 微 企 业 新 增 贷 款

1.08亿元。”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中，持续优化

授信管理，提升贷前对接质效，加强授

信基础建设，落实减免收费政策。

与此同时，加大对暂困民营企业的

支持力度，严格执行中行总行《暂时经营

困难企业授信管理办法》要求，对于公司

治理良好、生产经营正常、负债率合理、

还款能力及意愿良好的暂时经营困难的

重点民营企业，因户施策，通过必要的、

风险可控的方式积极予以支持，切实解

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该负责人表示，下阶段，中行西藏

分行将认真贯彻“六稳”“六保”要求，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用好用足金融支持政策，创新

完善金融支持方式，重点支持复工复

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等方

面的资金需求，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统筹做好定点扶贫和金融扶贫工

作，坚决防止因疫致贫、因疫返贫，助力

我区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疫情带给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最

大的影响就是资金链压力，正当我们准

备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税务部门主动问

需，帮助我们和银行对接，让我们成功

贷款 299.91 万元。”拉萨达孜宏爵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1

至 5 月，通过‘云税贷’平台共授信 2.05

亿元。”

今年以来，自治区税务局不折不扣

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确保给企业和

纳税人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1—4 月全区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2.72 亿

元。其中，2020 年新出台的支持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新

增减税降费 3.34 亿元，2019 年年中出台

政策在今年翘尾新增减税降费 9.38 亿

元。

受益商户“点赞”延期缴纳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

今年 5 月 1 日起，小型微利企业在 2020

年 剩 余 申 报 期 按 规 定 办 理 预 缴 申 报

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企业所得税，

延 迟 至 2021 年 首 个 申 报 期 内 一 并 缴

纳。个体工商户在 2020 年剩余申报期

按规定办理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

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个人所

得税。

在拉萨市税务局西城分局办税服

务厅，刚刚办理完延期缴税的天居旅游

宾馆的法人马志鹏表示：“国家出台的

这项延期缴纳政策太及时了，受疫情的

影响，目前来西藏旅游人数减少了，我

们的宾馆收入也不高，现在我办理了延

期缴纳税款，房租也减免了一些，就可

以将生意继续维持下去，等旅游市场振

兴恢复了，我们生意转好后再纳税，真

的太好了。”

自治区税务局所得税处邱韶昆表

示，这项政策的出台，对提振市场信心

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还通过“阿古顿

巴说税”这个平台，制作了动漫讲解、图

文说明，在社会上进行了广泛宣传，扩

大覆盖面，让纳税人应享尽享，帮助企

业复产达销。

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对前期出台 6月

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全部

延长到年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

得税缴纳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

新增减负超 2.5万亿元。

“真金白银”振兴文旅产业

“公司在成为自治区脱贫攻坚组织

创新先进单位的道路上，离不开税收的

助力。”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兆说，

“税务局结合公司实际，为我们精准辅

导税费优惠政策，特别感谢国家和税务

部门对企业发展的帮扶。”

近年来，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推出《文成公

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拉萨达东村村

容村貌整治暨扶贫综合（旅游）开发、

“德吉藏家”精准扶贫旅游可持续发展、

拉萨·北京帮扶尼木县精准脱贫奔小康

示范等项目，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旅游

整体发展成果有机融合，旅游扶贫成果

明显。

据悉，该文旅项目截至今年 5月，已

享受税收减免 2.12 万元，预计今年全年

可享受税收减免 195万余元。目前，《文

成公主》有 800多名演员参与演出，其中

95%为当地农牧民，有效促进了当地民

众就业增收。

林芝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巴松错、

南伊沟、南迦巴瓦峰等景区拥有着自

己独特的魅力，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

客，拉动着当地经济发展，尤其带动当

地藏医药、茶叶等种植业，藏香猪、牦

牛养殖业等特色产业、绿色产业的快

速发展。

“近日，巴宜区荣登‘2020 中国县域

全生态百优榜’，税务部门也积极用实

际行动来为林芝市绿色事业作贡献。

今年 1—5月，林芝市种植养殖业等相关

特色产业入库税款 156 万元，同比增长

39%，享受各项税费减免 2470 万元，同

比增长 10%，全力推动林芝市生态优势

转化为综合效益。”林芝市税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李雷说道。

全方位让政策落地落实

“您好，这里是西藏税务 12366，请

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们公司是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可以

延长亏损结转年限吗？”最近 12366 座

席格桑卓嘎接到很多减税降费的电话

咨 询 。 平 均 下 来 ，每 天 要 说 80 遍“ 您

好”，接通 100 通电话。

格桑卓嘎说：“近期出台了很多减

税降费政策，我们必须熟记上千个知

识点，为纳税人答疑解惑，让每一项政

策落实贯彻到位。”

截 至 5 月 ，全 区 12366 服 务 总 量

15002 人 次 ，其 中 转 接 人 工 量 8957 人

次、人工接听量 8509 人次、自助语音服

务 量 4209 人 次 、发 送 税 收 政 策 短 信

120096 条 ，纳 税 人 答 复 满 意 率 为

99.18%。

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国家已出

台了 6 批税费政策。为确保各项税费

政策落地落实，自治区、市地、县区三

级税务机关举办了各种类型、各种形

式 的 疫 情 防 控 税 费 优 惠 政 策 解 读 培

训，通过专场云辅导、微信、钉钉等线

上平台，共组织近 200 场培训，覆盖纳

税人和缴费人 12 万人次，税务干部达

到全覆盖。

自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雷

纪选说：“我们在持续加大相关税费政

策学习培训的同时，精准施策、跟踪问

效，为企业振奋信心，为经济发展提供

动力。在保民生、保就业方面更大力度

服务纳税人和缴费人。”

本报拉萨讯（记者 卢有均）为有效

缓 解 疫 情 对 区 内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影

响 ，支 持 区 内 小 微 企 业 复 工 复 产 ，日

前，建行西藏分行机关党支部先后前

往西藏远大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和拉萨

厚 北 医 院 ，开 展 了 以“ 党 旗 飘 扬 在 抗

‘疫’一线，全面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为

主题的党日活动。

本次活动以基层党支部联学共建

的形式进行，通过实地参观生产车间、

召开座谈会，全面了解企业复工复产

情 况 、面 临 的 困 难 和 金 融 服 务 需 求 。

针对企业的融资需求，活动组提出了

积极建议和解决办法。

据了解，自疫情发生以来，建行西

藏分行党委坚决扛起参与疫情防控的

政治责任，千方百计保障客户尤其是

小微企业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把支

持全区复工复产作为当前服务实体经

济的头等大事，进一步加大金融供给，

减少融资成本，推出了多个有利于企

业抗疫的金融产品，优化信贷模式，缩

短 放 贷 时 间 ，持 续 为 区 内 企 业“ 输

血”。在此次活动中，活动组分别为西

藏远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厚北医院

就信贷事宜举行了授信授牌仪式。

卓玛德吉和其父亲才旺扎西有着

共同的职业——商人。但不同的时代

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成长经历。父女

两代人的经历，如果拼凑在一起，就是

西藏民主改革以来一段独有的却又各

自与时代、命运相互辉映的华章。

卓玛德吉说，他的父亲才旺扎西

出生在那曲比如县一个穷苦村落。有

一年麦穗成熟，在农地里干活的他听

到轰隆的声音，抬头看着蓝天上飞过

的钢铁飞机，他向一旁劳动的伙伴和

大人们说：“我要当一名商人，有一天

一定能坐上飞机，并且要好好修一座

连接怒江两岸的大桥！”

尽管，当时父母已不在人世，跟随

哥哥一起长大的才旺扎西自己还处于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窘境，但在

心 里 已 笃 定 坚 守 这 份 属 于 自 己 的 梦

想。1986 年，努力好学的才旺扎西，从

比如中学毕业考上了兰州气象学校。

报考这所学校，是因为那时候中

专生能够更快参加工作。那一年，考

上中专的才旺扎西即将前往兰州，可

是家里穷，没有钱给他凑路费，更不说

学费了，兄弟俩一筹莫展。那时，村子

里的父老乡亲听说才旺扎西考上了内

地学校，纷纷送来了酥油和奶渣，为他

送行。

一向聪明的才旺扎西，从比如前往

那曲，将所有邻里送行的东西拿到那曲

人流集中的地方，就地摆了个摊位，售

卖这批集结着乡亲们心意和爱心的奶

制产品。最后，他用这笔钱，搭上了一

辆过往青藏公路的汽车，中转格尔木到

兰州上学了。经过 4 年的学习后，才旺

扎西顺利毕业，回到那曲并参工。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从小梦

想成为商人的才旺扎西最终辞掉了工

作，通过点滴的积攒和不懈努力，成为

了个体户。凭借天生的经商头脑和顽

强拼搏的毅力，才旺扎西的事业越做

越大。2005 年，才旺扎西注册了拉萨

康桑商贸有限公司。那时，才旺扎西

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他始终没有

忘记回馈社会的那份责任，他总是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父老

乡亲，更以一颗赤诚之心表达着他对

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

父亲曾对卓玛德吉说，自己的成

功离不开国家的栽培和信任，正是日

益强大的祖国才让自己的日子越来越

红火，事业越做越宽阔。

“90 后”的卓玛德吉是独生女，早

在 湖 南 岳 阳 一 中 读 书 时 ，她 就 入 了

党。后来考上南京大学的她，又被所

在学院派往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实践。

2014 年，卓玛德吉大学毕业了，她没有

考取公务员，而选择了跟随父亲创业

的脚步。2019 年，她成立了那曲高奇

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市级招

商引资企业，该企业秉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致力于推动那曲市

节能减排工作良性发展。

和当代许许多多创业的年轻人一

样，卓玛德吉是幸运的，赶上了一个好

的时代。她说，近几年，国家大力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治区党委、

政府也密集出台了关于“双创”的扶持

政策，对非公经济、中小企业也有许多

优惠政策。

据了解，在创业路上已有所成就

的卓玛德吉目前是西藏自治区工商联

理事、那曲市工商联执委、那曲市总商

会副会长。由于贡献突出，2019 年，卓

玛德吉荣获那曲市首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者荣誉称号。

听卓玛德吉讲父女两代人的创业

故事，艰难或失落也许存在过，但更多

时候，记者从她的眼中感受到的是一

份对事业的热忱，一份对未来的憧憬，

一份对过往的感恩！

■ 导读

两代创业人 两代企业梦
——听卓玛德吉讲创业故事

本报记者 王菲

图为工作中的卓玛德吉（前排左二）。 本报记者 王菲 摄

工行拉萨东城支行：

普 惠 金 融 促 消 费 扩 内 需

发挥金融支撑 助力复工复产

建行西藏分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4 月，全区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2.72 亿元。今年以来，自治区税务局不折

不扣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确保给企业和纳税人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

利。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今年 5 月 1 日起，小型微利企业在 2020 年剩余

申报期按规定办理预缴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企业所得税，延迟至 2021年首

个申报期内一并缴纳；个体工商户在 2020 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个人所得税经

营所得纳税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个人所得税。

我区落实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帮助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政策落地有声 红利持续释放
本报记者 张尚华

12366纳税服务热线让纳税人办税更省心、顺心、舒心。

图为忙碌的西藏 12366纳税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 张尚华 摄

做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答卷
——中行西藏分行支持我区经济建设小记
本报记者 张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