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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是

阿里地区补短板、强弱项、增能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今年以来，面

对国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带来的严

峻考验，面对严峻挑战，阿里地区上下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好稳定、

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牢牢稳住

经济发展基本盘。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2021 年上半年，阿里地区编制完成

《阿里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储备“十四五”项目 5 大类 471 项，

规划投资 967亿元。

上半年，聚焦交通、能源、水利、市

政、信息通讯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实

施计划内重点项目 262 个、总投资 86.48

亿元。

市政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实施新

（续）建市政项目 23 个、总投资 5.47 亿

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3 亿元，上半年

完成投资 1.04 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34.65%。

阿里地区雨污收集和普兰等 6 县

县城污水处理及收集系统初步建成，预

计 8 月底竣工验收，札达、日土县城市

政道路工程和普兰、日土县城给排水入

户工程计划年内建成，2020 年地直公有

房屋维修改造项目竣工，2021 年维修改

造项目完成可研初设（报审待批），地区

垃圾分类建设项目和集中供氧试点建

设项目完成招标，37 个边境小康村在全

区率先完成建设任务，普兰县巴嘎乡塔

尔钦国际旅游小镇项目扎实推进，核心

区拆迁完成 98%，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实

施，产业项目建设取得可研批复、完成

土地摘牌。

就业增收扎实稳定推进

阿 里 地 区 深 入 实 施“就 业 创 业 培

训、挖掘生产潜力、壮大特色产业、项目

支撑带动”等九大增收工程。

坚 持 培 训 提 升 ，开 展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31 期 1527 人 、培 训 后 就 业 703 人 ，

农 牧 民 转 移 就 业 3559 人 、创 收 3737

万元。实施项目带动，政府投资重点

项 目 开（复）工 206 个 、用 工 量 6269

人 ，吸 纳 农 牧 民 群 众 2985 人 、创 收

2295.5 万 元 ；400 万 元 以 下 项 目 开

（复）工 83 个 ，农 牧 民 施 工 队 承 揽 29

个 、用 工 总 量 566 人 ，吸 纳 农 牧 民 群

众 270 人、创收 174.6 万元。深挖就业

潜 力 ，大 力 培 育 新 型 农 牧 业 经 营 主

体 ，累 计 发 展 农 牧 民 合 作 社 175 家 ，

受 益 农 牧 民 群 众 62835 人 、创 收 9773

万 元 ；新 增 手 工 业 实 体 经 济 组 织 10

家 ，吸 纳 农 牧 民 群 众 263 人 、创 收 300

万元；狠抓就业兜底。

同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后勤

服务岗位开发力度持续加大，吸纳农牧

民群众 2285 人、创收 1846 万元。深入

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五送”帮扶：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一对一”“一对多”

结对帮扶机制，明确 37 名地厅级干部、

517 名县处级干部的结对帮扶责任，591

名高校毕业生帮扶全覆盖，实现初次就

业 64人（其中区外就业 8人）。

此 外 ，坚 持 内 外 结 合 开 发 就 业 岗

位，动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民营

企 业 、小 微 企 业 开 发 本 地 就 业 岗 位

1260 个，通过两个区外就业联络服务

中心协调对接“两省三企”落实援藏就

业岗位 91 个。设立 500 万元大学生就

业创业基金和 500 万元高校毕业生创

业贷款担保基金，兑现高校毕业生各

类政策性、奖励性补贴 70 人次、290 万

元，发放高校毕业生创业贷款 4 笔、80

万元。

群众福祉全面增进

阿里地区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

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统筹做好各领域民生工作，不断增

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半年，投资 76.73 亿元（年内计划

完成投资 26.88 亿元）统筹实施“十项民

生工程”59 件具体实事，着力解决群众

关注的教育、医疗卫生、生态保护、城市

提升等热点难点问题。截至目前，完成

民生实事两件，正在实施（建设）32 件，

完成投资 8.9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33.18%。

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

作。上半年，阿里地区地县两级乡村振

兴局挂牌成立，7 县全部完成县域乡村

建设规划、37 个村（居）完成“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46 个村（居）完成基础

设施专项规划，8 个试点村完成乡村振

兴村（居）环境整治规划，储备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

目 493 个、规划投资 63 亿元，有效推进

了乡村振兴工作。

服务乡村振兴是践行普惠金融的

一项重要内容，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认真

落 实 国 家“ 扶 上 马 送 一 程 ”的 政 策 要

求，近期以来，阿里地区金融业加大对

脱贫户及农牧民、农牧产业、特色优势

产 业 的 融 资 支 持 ，强 化 金 融 的“ 普 惠

性”与振兴乡村协同发展。

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产

业兴旺”

农牧区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就业、实现

农牧民增收的重要路径。为此，阿里地区

金融“贷”动产业发展壮大上下功夫。

在支持“野血牦牛”产业上，农行为

改则县珠玛日村养殖基地贷款 180 万

元，支持发展牦牛优质种畜资源；在支

持特色手工业方面，为改则县森郭产品

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137万元贷

款，支持农牧民群众依靠民族手工艺稳

产增收；为羌麦合作社放贷 220万元，支

持农牧民天然湖盐加工业发展。

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助力“生

态宜居”

为使“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金

山银山”的成色更足，中国人民银行阿

里地区支行利用金融功能引导社会资

源向绿色可持续发展领域投入，支持

生态保护、能源开发、治理沙化、基础

设施建设等产业。

截至 6 月末，绿色贷款余额 1.05 亿

元，同比增速 2.94%。其中，1 亿元绿色

信贷资金用于阿里地区农牧区可再生

能源的开发利用，2375 农户、9204 名农

民从中受益；另发放的 500 万元绿色贷

款，专项用于购置树苗和绿化。农村

基础设施贷款余额 75392.33 万元，其中

农村公路建设贷款余额 46393万元。

优化农牧区金融生态环境，

助力“乡风文明”

优化农牧区信用环境，辖区共评

定 信 用 县 6 个 、信 用 乡 36 个 、信 用 村

（居）138 个，分别占总数的 86%、97%、

95%，培育“人人守信用、村村树文明”

良好风气。

同时，依托“孔繁森志愿服务队”

及金融“飞鸽”行动，深入农牧区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宣传，不断提升农牧民

金融、理财、风险意识和金融素养。

用好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助

力“生活富裕”

为有效破解脱贫户投资发展资金

短缺问题，中国人民银行阿里地区支

行指导辖内各商业银行深化“致富带

头人+贫困（脱贫）户+扶贫贴息贷款利

率”带动机制建设，依托“钻石卡”用户

信用空间大、带动能力强、违约风险小

的特点，通过增信、让利、贴息形式集

中行政、金融资源鼓励持卡户“就近就

便”带动脱贫户走出致富路。

截至目前，该机制下贷款余额达

到 2.02亿元，累计扶持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2123 户 4560 余人，人均兑现帮

扶 资 金 1200 元 ，户 均 创 收 2000 元 以

上。6 月末，全地区扶贫小额信贷余额

达 1.6亿元，全年累放 3051万元。

深化农牧区金融服务，助力

“乡村建设”

为 使 金 融 服 务 紧 跟 乡 村 振 兴 步

伐，召开 2020 年度及 2021 年上半年金

融运行分析会议，印发《货币信贷工作

方 案》，明 确 贷 款 增 速 及 其 结 构 性 目

标。截至 6 月末，全地区涉农贷款余

额 21.28 亿元，占全地区各项贷款余额

的 36.78%，农牧户户均贷款余额 7 万

元。

持续下沉服务重心，县以下金融网

点达到 45家，金融业从业人员 350人，其

中县及以下政策保险从业人员占比达到

20%。推进新型支付工具，在农牧区共布

放各类机具257台。农牧区支付交易总数

达19576笔、交易金额4207万元。

本报狮泉河电（记 者 达珍 温凯

洛桑旦增 通讯员 杨珊）近日，陕西省

第六批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表彰大会

召开，对 33 位优秀组团式援藏医疗人

才进行了表彰。

表彰大会上，充分肯定了一年来陕

西省第六批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为阿

里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

献，地委、行署向受到表彰的组团式援

藏医疗人才表示祝贺，向他们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感谢，同时对进一步深化医疗

援助工作提出了殷切的期盼和展望。

开展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

决策部署。一年来，陕西省第六批组

团式援藏医疗人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紧盯

巩固“三乙”、争创“三甲”目标，积极发

挥经验技术优势、援派单位资源优势、

援藏纽带优势，稳步推进地区人民医

院“三甲”创建。不断健全完善医院内

部管理体制，进一步推动医院管理体

系科学化、诊疗流程规范化、医疗服务

优 质 化 ，医 院 综 合 服 务 管 理 显 著 提

升。全面落实“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

干、师傅带徒弟”机制，提升本地医疗

人员业务能力，全力以赴为阿里地区

各族干部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牢牢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
——阿里地区 2021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温凯 达珍

图为正在建设中的普兰唐噶国际边贸市场。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达珍 扎西罗布 摄

图为群众在参与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图片由中国人民银行阿里支行提供） 图为噶尔县昆莎乡那木如村 3组易地扶贫搬迁新居新貌。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达珍 扎西罗布 摄

“贷”动产业发展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阿里地区金融业开展农牧区普惠金融服务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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