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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近年来，为落地各项惠企政策

红利，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以“232”工作模式，健全“两个协

调机制”、构建“三个落实抓手”、形成“两个引导方式”，全力

推动辖区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

健全“两个协调机制”，落细工作任务。人民银行拉萨中

心支行建立行内工作与健全部门间协调机制，落细各项金融

政策。成立“一把手”担任组长的行内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

业工作组，设立市场主体小组、宏观小组、银行小组和地方政

府协调小组 4 个小组，充分运用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

（西藏自治区）架构，印发《西藏自治区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

业工作实施方案》，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沟通协作。

构建“三个落实抓手”，提升银企对接效率。人民银行拉

萨中心支行以融资对接清单制度、权利告知书、融资服务平

台为抓手，落实“应贷尽贷”“应延尽延”，尽量提升银企对接

频率。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

期还本付息工作的通知》，引导银行业各金融机构加大政策

落实力度，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前经营正常、受疫情冲击经营

困难的企业，贷款期限能延尽延。对平台运用现状进行调

研，建立“以宣传促推广、以监测促运用、以考核促提升”三步

推广机制，进一步加强自治区小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的运

用；形成《关于健全西藏小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的提案》，建

议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涉企数据信息共享渠道，提升银企对接

效率。

形成“两个引导方式”，提升政策落实成效。人民银行拉

萨中心支行加大金融政策宣讲引导与强化政策落实监测督

导，组织形式多样的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政策宣介活动，

截至 5 月，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推广、举办现场政策解读会和

政银企对接会等“线上+线下”政策宣传，开展宣介活动 35

次，涉及企业 1833 家。同时，针对银企融资对接进展，建立融

资对接监测台账，实施“月监测、季通报、年考核”监测督导制

度，合理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提供支付、结算、跨境等各项金

融服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人民银

行拉萨中心支行带领全区金融系统增强“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 ”、做 到“ 两 个 维

护”，不断提升金融支持政策传导效率，抓好

稳企业保就业任务落地。

促进金融产品创新——
持续满足融资需求

农行西藏分行先后推出“复工贷”专项

融资产品组合贷，已为 275 户小微企业提供

复工复产资金 10.94 亿元，推出“雪域惠农 e

贷+产品”“藏鸡贷”“青稞贷”“牦牛贷”“虫草

贷”“藏茶贷”“藏药贷”等 15 项特色产品，累

计向农牧民发放贷款资金共计 7099 万元，累

计发放 485笔；

建行西藏分行创新推出线上“云义贷”

抗疫专属服务，25 家企业足不出户共获得

“云义贷”3401.2万元；

邮储银行推出了“小额极速贷”，共计为

4家企业发放 244万元；

兴业银行推出“兴 E 贴”在线贴现融资产

品，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贴现金额 1.87亿余元，

支持我区 15 家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更好地

满足了农牧民多元化融资需求；

……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始终

把农牧民转移就业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紧紧围绕农牧民、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

织，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高金融服务的精

准性，坚持“一行一品”，引导金融机构在发

挥好特色产品优势的基础上，创新金融服务

产品，多渠道满足农牧产业融资需求。

宣传形式多样化——
深入开展政策宣讲解读

日前，拉萨昆仑商务酒店借助应收账款

融资服务平台向中国银行西藏分行提出贷

款申请，申请贷款用于支付房租。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共完成应收账款融

资服务平台辖内分支机构注册 21 家，累计促

成交易 8笔，金额 5.75亿元。

今年以来，借力区银贸对接会和拉萨市

民营企业质押融资专项行动暨 2020 年第二

期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推介会，人民银行拉萨

中心支行围绕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金融政策、

创新金融产品、专项再贷款落实情况、建立

“6+1”融资清单、自治区小微客户融资服务

平台等内容，采取面对面、短视频与 LED 展

示等宣传方式，为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政策讲

解与宣介，并详细阐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企业和个人如何办理延期还款、民贸民品企

业如何申请民贸民品优惠利率贷款等问题。

同时，相关金融机构为企业介绍适合民

营小微企业的在线贴现融资产品，为企业建

言献策，帮助民营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助力

实现稳企业保就业目标。

截至 4 月末，我区“6+1”融资服务对接清

单内企业和项目数量达 2000 个，指导辖内银

行机构对接企业和项目数量达 651 个，为清

单内 143 家企业和项目发放贷款共计 95.25

亿元。

精准发力——
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农民增收
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三农”工

作的头等大事，实现农民收入到 2020 年比

2010 年翻一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

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持续抓好

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高质量

发展。

我区金融机构始终把这一任务作为重

要工作，持续加大在“三农”领域的投入力

度，让农牧民群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奔向

小康路上有了足够的“底气”。

数据是最有效的支撑。截至 4 月末，全

区涉农贷款余额达到 1429.9 亿元，较年初增

长 3.45%；截至 5 月末，全区扶贫小额信贷累

计投放 81.55 亿元，累计 20.46 万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获得信贷支持；同时，截至 4 月末，全

区“双创”贷款余额 36.95 亿元，较年初增加

5.25 亿元，增长 17%；全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向高校毕业生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5 笔，累计

金额 175万元。

“下一步，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将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上，继续聚焦农牧民转移就业的重点领域、重

点产业，把促进农牧民转移就业作为稳就业

工作的着力点，持续推进各项金融服务工作，

提高金融服务的精准性，支持农牧民转移就

业。”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说。

“在工行‘藏宿贷’信贷产品的支

持下，我和家人开设了家庭旅馆，这

几年旅馆收入节节攀升，在家里就可

以实现就业，收入稳定。”米林县索松

村尼玛石家庭旅馆的经营者久米多

吉深有感触地说。

2017 年，自全区首个旅游扶贫专

属产品“藏宿贷”在林芝市顺利落地

以 来 ，持 续 满 足 农 牧 区 家 庭 旅 馆 改

建 、扩 建 、装 修 等 方 面 的 融 资 需 求 。

截至目前，累计发放“藏宿贷”1495 万

元，米林县索松村 20 家家庭旅馆均已

初具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实现转移就

业，农牧民吃上“旅游饭”。

2019 年 ，索 松 村 人 均 收 入 达 到

2.8万余元。

2017 年，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

“构建重要世界旅游目的地，打造无

障碍旅游区”建设目标，人民银行林

芝中心支行对林芝市旅游产业发展

情况进行了专项调研。在调研过程

中了解到，林芝市丰富的旅游资源与

简陋的住宿环境极不配套，发现旅游

景区家庭旅馆、民宿较多且具有较大

的升级改造空间。

为此，人民银行林芝中心支行立

足长远，引导工商银行林芝支行开发

“藏宿贷”产品，助力改造升级家庭旅

馆，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与金

融合作创新产品，提供大量岗位，帮

助群众就业促增收。

工行林芝分行则通过提供“保姆

式”金融服务，为客户联系诚信可靠、

经验丰富的施工队伍，对家庭客栈的改扩建、室内装修设计

进行全程跟踪服务，为家庭旅馆主动安装 POS 机、二维码支

付工具，丰富移动支付渠道。同时，人行林芝中心支行主动

担当起政府与银行间的桥梁作用，定期与旅游局、金融办、发

改委等部门进行沟通交流，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并形成以

政府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旅游主管部门和银行双审、有

贷户购买财产保险的“政府+银行+保险”金融服务模式，全力

为农牧民增收保驾护航。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藏宿贷”客户全面暂停营

业，工行林芝支行及时对 17 户涉及金额 109 万元的“藏宿贷”

客户实行延长还款期处理，帮助“藏宿贷”客户渡过难关，稳

定就业。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来林芝旅游的游客大幅减

少，旅馆也没什么收入，正担心还不上贷款时，工行信贷人员

主动联系我说可以延期还款，这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啊。”久米多吉说。

农牧民转移就业是农牧民工资性收入

的最主要来源之一，是贫困农牧民稳定脱贫

致富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今年，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坚持在扎实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把农牧民转

移就业工作作为增收致富、促进和谐、维护

稳定的重要途径，不断把拓宽就业渠道增收

致富引向深入。

截 至 目 前 ，谢 通 门 县 农 牧 民 转 移 就 业

13092 人 ，同 比 增 长 32%，组 织 化 输 出 5902

人，其中专合组织组织化输出 2303人。

强化工作落实

今年年初，谢通门县就坚持强化组织领

导，将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建

设齐抓共管，全力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劳务输出“两不误”。谢通门县成立由县人

社局牵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返县务工人

员服务组与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全力抓

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务工人员的管理服务

工作。动员乡镇、村业务人员，对全县外来

（出）务工人员进行摸排；进一步分解任务做

到县乡村各层面，劳务输出工作有人管，有

人推，形成了劳务“保姆式”输出体系。

同时，以面对面传达部署和调度通报形

式，谢通门县推进“劳动关系主体双方自主

协调、政府依法调整”的工作体制，规范劳动

用工监察执法行为和服务质量。目前，劳动

用工监察 70 余次，下发整改通知书 11 份，受

理劳资纠纷 10 起，涉及 35 人，金额 550 万元，

结案 100%。

提高就业竞争力

谢通门县坚持把市场需求和群众意愿

双向对标，聚焦“登记一个、培训一个、输出

一个、就业一个”目标，千方百计加强职业技

能培训力度。

丰 富 培 训 内 容 ，以 雅 培 技 能 培 训 学 校

为 载 体 ，开 设 装 载 机 、挖 掘 机 、电 工 、钢 筋

工 、混 泥 土 工 、抹 灰 工 、架 子 工 等 工 种 的

技 能 培 训 5 期 ，培 训 552 人 ，就 业 率 达

87.5%。

优化培训方式，充分利用珠峰一见则喜

生物科技示范园区为基地，106 人实现食用

菌种植“以工代训”技能培训合格结业，实现

就近就便就业，就业率达 100%。

突出市场需求，举办中式厨师技能培训

班，为县乡各类餐饮店提供厨师技能岗位

271 名。并动员基层一线力量，以多种形式

提高文化素质水平，解放陈旧思想，提升竞

争意识，积极主动争取高报酬、优条件区外

就业岗位。

发展劳务经济

探索建立“派遣公司+专合组织+村劳务

经纪人+劳动力+基地”；

对符合条件的 10 家组织进行摸排，拟申

报县级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

以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为主力，劳务

派遣公司、专合组织和村劳务经纪人为抓

手，不断强化劳务输出功能；

……

谢通门县对标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拓宽

劳务市场，开设多种技能培训班，强化输出

功能，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千方百计发展

劳务经济，助力劳动力转移就业。

截至目前，10 家转移就业基地实现转移

就业 372 人，人均每月增收 4000 余元。谢通

门县开复工项目 52 个，本地用工 2386 人，达

到总用工量的 80%以上。同时，依托县劳务

派遣公司、专合组织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争

取，不断扩大县域外劳务市场。截至目前，

县域外输出 5044 人，创收 2250 余万元，其中

“点对点”“保姆式”输出 63 人，创收 40 余万

元。

此外，谢通门县通过外出致富的能人带

动亲戚朋友、周围群众外出务工就业现已形

成一定的规模。截至目前，能人带动 547 名

农牧民就业，累计创收 2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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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

推动惠企政策红利真落地

群 众 致 富 有“ 底 气 ”
—我区金融系统着力确保稳企业保就业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拓 宽 就 业 渠 道 增 加 致 富 门 路
——谢通门县农牧民转移就业工作得实效

本报记者 李梅英

为积极搭建未就业毕业生与富余劳动力就业平台，拓展就业渠道，近日，自治区人

社厅在西藏自然博物馆举办了“自治区 2020 年民营企业招聘月专项行动大型现场招聘

会”。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参加企业共计 318 家，提供销售、信息技术、酒店管理等 1854

个岗位。

▲图为招聘会现场。

◀图为招聘单位向求职者详细介绍工作岗位。

本报记者 唐斌 潘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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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普兰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日前，普兰县人社局

积极开展“以工代训”的培训模式，引导农牧民群众由“体力

型”向“技能型”转变，加大培训力度，实现就近就地就业，进

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普兰县人社局通过走访县内各类用工领域及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深入了解用工需求，积极与各类用工领域

负责人沟通协调，宣传“以工代训”及农牧民就业基地建设相

关政策，鼓励引导开展“以工代训”培训工作及农牧民转移就

业基地建设工作。通过对全县摸底调查及跟踪回访了解农

牧民群众就业、培训需求以及企业用工需求。截至目前，组

织开展“以工代训”基地 3 个，现场确定“以工代训”对象 197

人。

此次“以工代训”的技能培训，让农牧民群众能就地就近

就便就业，提高农牧民群众就业技能、促进农牧民创收的同

时也缓解了企业用工压力，从而达到一举四得的效果。

普兰县

扎实推进农牧民转移就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