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纵横
2021年11月16日 星期二

主编：卢有均 责编：吴江霞5

本报昌都电（记者 周婷婷）为保证如期完成养老保险收缴工

作，连日来，昌都市洛隆县中亦乡亚许村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队

员吹哨、干部报到”机制作用，组织驻村工作队、村干部协同发力，

深入各村群众家中，广泛宣传养老保险有关政策，同步开展养老

保险收缴工作，使群众认识到缴纳养老保险的实惠性，让群众自

愿入保、放心养老。

工作中，全村上下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抓好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站在为民办实事的高度，统筹安排，协

调推进，把这项民生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同时加强宣传，

营造氛围，通过横幅、标语、宣传栏、微信等形式，广泛宣传养老保

险参保、缴费工作，做到家喻户晓，让群众自觉积极续保、参保。

在养老保险费收缴过程中，注重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对群众所

提出的问题百问不烦，逐一给予解答，确保按时、足额完成任务。

截至目前，全村应参保人数 257人，应缴费人数 190人，现已收

缴 190人，完成率 100％。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今年以来，西藏金融机构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持续做好“三

个优化”，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效率稳步提升。

优化信贷结构，重点领域呈现新亮点。全区金融机构稳步提

升对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加大对乡村振兴、制造业等领域的信

贷投入。截至 9 月末，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07%，其中农村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 15.62%。推动金融资源逐步向制造业倾斜，截至

9 月末，中长期贷款实际投向制造业余额同比增长 16.88%，其中制

造业绿色贷款余额增长 1.38倍。

优化产品服务，金融服务体系焕发新活力。人民银行拉萨中

心支行多措并举引导全区金融系统下沉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增

添金融服务新活力。建行“成长之路”“速贷通”，农行“账户 e 贷”

等产品投入成效显著。截至 9 月末，全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 44.51%，高出各项贷款增速 39.85 个百分点，其中，普惠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比年初增长 32.34%。

优化平台服务，为银企对接增添新动力。持续优化小微客户

融资服务平台对接功能，充分发挥平台融资对接效用，提升银企

对接有效性。截至 9 月末，通过该平台为 128 户企业发放贷款 5.51

亿元，获贷率 49.8%。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近年来，在

人行山南市中支引导下，山南市金融机构

牢固树立和落实绿色金融发展理念，持续

加大绿色金融服务力度，助推绿色生态和

环境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产业优

势，为实现山南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助 力 绿 色 节 能 制 造 ，加 大 绿 色 产 业

升级。山南市金融系统全面贯彻落实绿

色产业升级理念，支持传统耗能制造企

业向绿色节能转型。在了解到华新水泥

（西藏）有限公司积极创新工艺，设置余

热锅炉，利用窑尾、窑头的废气余热进行

发电，想方设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后，人

行山南市中支积极引导中行山南分行对

接该企业，为其发放了 7000 万元的日常

经营贷款，让信贷资金转化为更显著的

经济效益。

助力绿色清洁能源，推进绿色可持续

发展。人行山南市中支引导金融机构将

清洁能源产业作为重点支持的绿色金融

领域，组织召开“雅江流域水电开发”专题

银企融资现场会，促进企业需求与金融供

给的精准匹配和高效转化。截至 9 月末，

已支持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达 65.21 亿

元，较同期增长 18.3%，占绿色贷款余额

的 93.96%。

助力绿色生态环境，铺就绿色幸福之

路。扎囊县是山南市沿江县之一，生态环

境良好，如何让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实现

价值转换，同时在绿色产业开发理念的指

引下实施？人行山南市中支组织邮储银

行山南支行对接扎囊县瑞丰泰现代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和扎囊县西普休闲观光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共计发放 1459 万元的贷

款，支持发展车厘子及葡萄种植产业。

“双创”潮涌逐浪高 千帆竞发正当时
—拉萨高新区（柳梧新区）创新模式成为我区创新创业高地

本报记者 刘斯宇 裴聪

2021 年 5 月，中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京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二批“科创中

国”试点城市（园区）名单，拉萨高新区（柳

梧新区）成功入选，是我区首次唯一入选的

试点城市（园区）。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近年来，拉萨高新区（柳梧新区）先后

获批全国第二批“双创”示范基地、全国第

一批科技资源支撑型特色载体园区、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先后举办了西

藏自治区首届科技创新创业大赛、首届产

学研合作创新大会、首届电商大赛等在西

藏具有首创意义的科技创新类活动，形成

了若干典型创新创业模式和经验，成为我

区创新创业高地。

夯实创新创业基础

近日，记者来到该区蜂巢+创新中心，

一楼“双创”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为创业

者提供咨询服务。两台“梦创柳梧”线上触

屏可供创业者自助了解创业扶持政策、申

请契合的创业载体、办理工商注册、财税代

理等各项业务。工作人员米玛告诉记者，

近年来，服务中心着力打造“线上+线下”一

站式服务，解决突出问题，当好“店小二”。

近年来，拉萨高新区（柳梧新区）通过

搭建交流互通的平台，持续打造良好的创

新创业氛围，促成政府与金融机构、“双创”

载体、“双创”企业之间信息共享、资源共

用、业务共建、远景共创，助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拉萨高新区（柳梧新区）2020

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55.23 亿元，同比增长

8.0%，增速位居拉萨市第一。拥有高新技术

企业 35 家，占拉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

45.5% 、占 自 治 区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总 数 的

40.23%，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120 家、规上

服务业企业 21家、上市企业 32家。

2018 年至 2020 年，拉萨高新区（柳梧新

区）创新创业资金投入已超过 2.75 亿元，建

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自治

区级工程研究中心等，为企业创新研发提

供了有力条件支撑。

探索创新驱动路径

近年来，拉萨高新区（柳梧新区）逐步

健全政策体系，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化。

2021 年本级创新创业支持政策已达 11 套，

极大程度上保障“双创”工作顺利推进开

展。“双创”服务中心服务功能不断完善，以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免费向小微企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双创”服务。2020 年，共落实

各级政策科技奖励资金 1515 万元，荣获“中

国营商环境十佳高新区”，宜居宜商宜业的

生态环境加速形成。

加速布局“双创”平台，示范带动作用

明显。建有“双创”载体 18 家，其中，国家级

众创空间 2 家、国家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

地 1 家、自治区级众创空间 2 家、自治区级

“双创”基地 3家，入驻企业数量 372家，累计

成功孵化企业 100 余家，载体内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 3.14亿元，孵化能力明显提升。

聚焦“双创”载体升级、“双创”环境优

化、投融资体系完善、创新创业活动、“双创”

企业扶持等方面，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金融服务逐步深化提升，科技企业融资渠道

不断拓宽，社会资本利用成效逐步提升。

加快推进协同创新

在达东村，村容村貌整治暨扶贫综合

（旅游）开发项目和达东“双创”生态旅游小

镇项目加快建设，“乡村旅游+网红学院+孵

化培育”创客平台加快形成，解决当地农牧

民劳动力就业近 100人。

近年来，拉萨高新区（柳梧新区）加快

推动创业带动就业，西藏籍毕业生与农牧

民就业能力不断提升。以创业带动就业为

核心，充分发挥“双创”载体、创客平台等作

用，提升大学生、农牧民创业就业水平。截

至今年 9月，拥有在孵企业 372家，解决就业

1787 人、其中大学生 800 余人。2020 年，兑

现高校毕业生交通、住房、社保、水电等各

类补贴 1637.35 万元、柳梧籍高校毕业生就

业率达到 100%。2021 年度（截至 9 月）兑现

高校毕业生交通、住房、社保、水电等各类

补贴兑现 854.25万元。

支持特色载体服务模式创新，创业就业

服务水平加快升级。以打造科技资源支撑型

特色载体为契机，孵化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创

业就业服务水平持续提升。设立科技中介服

务专项资金，引入社会化服务机构为企业提

供全方位创新创业与科技咨询服务。拉萨市

技术产权与人才交易市场服务能力加速提

升，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加快建设，近 3年实现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额超过1亿元。“双创”服务

中心、猪八戒众包、互联网+民族文创等“网

络+创新创业平台”加快建设，2021年累计服

务企业和个人2000余次。

建立产学研融通合作平台，产学研合

作深入推进。依托“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示范基地”品牌效应，成功举办了西藏自治

区首届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加快推进对

外开放合作，跨区域“双创”生态圈逐步形

成。加入西部地区“双创”示范基地联盟，

通过资源共享、企业共扶、服务互通等模

式，与川渝地区的创新创业合作取得重要

进展。持续打造“圆梦柳梧”品牌，“双创”

活动质量再上新台阶。以“圆梦柳梧”“双

创”品牌为牵引，成功举办全国“双创”周西

藏站活动、自治区第四届科技创新创业大

赛、西藏自治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等大型

“双创”活动。

近日，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举办的特

色农产品展销会上，记者再一次见到了返

乡创业的土旦公布，在摊位上向过往的消

费者热情地介绍合作社的农产品。相比几

年前初次见面采访时，个子瘦瘦小小的土

旦公布看起来更加精明能干，脸上多了几

分自信。

土旦公布出生于墨竹工卡县唐加乡莫

冲村。几年前，在外务工的他选择回到农

村老家创业。回乡创业前，只有小学文化、

家庭贫困的土旦公布在拉萨打工，踏实勤

快、善于学习的他逐渐在城市站稳脚跟，从

一名打工者成长为公司主管，年收入最多

的时候有 20 多万元。看到别的村子在能人

带动下，各种特色产业搞得风风火火，老百

姓 的 日 子 越 过 越 好 ，心 里 是 又 羡 慕 又 着

急。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带着自己的 80

多万元积蓄回老家创业。

2015 年，土旦公布在村委会附近租了

地，带领村里的贫困户达娃等 4 人，开始种

草种树，搞起了生态养殖业。通过向卖家

取经和看书、上网等自学，土旦公布慢慢掌

握了蓝孔雀和藏鸡的养殖和繁育技术。通

过不懈努力，土旦公布的养殖规模不断扩

大，成立了藏地之南生态农畜产品合作社，

注册了商标。

据了解，藏地之南绿色生态农畜产品

专业合作社实施原生态养殖，使藏鸡的生

活习性更加接近其品种要求，以提高肉质、

鸡蛋品质，从而促进农牧民增收。该合作

社主营藏黑鸡、藏黑鸡鸡蛋、孔雀蛋、孔雀

羽毛艺术品等，产品畅销西藏各地，现在年

纯收入 20 余万元，带动多名村民就业，分红

惠及 13户 23人。

“现在，合作社有 32 只孔雀，4 万多只藏

黑鸡，我们的产品销往西藏各地，供不应

求。明年我们打算再养五六万只鸡，把规

模扩大，同时进一步增加农牧民就业。”土

旦公布高兴地告诉记者。

生活改善的土旦公布没有忘记家乡的

乡亲，逢年过节会看望慰问困难群众；遇到

乡亲有急病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资助他

们到医院看病。

土旦公布：

返 乡 创 业 带 领 乡 亲 致 富
本报记者 裴聪

点
﹃
绿
﹄
成
﹃
金
﹄

绿
色
金
融
助
力
山
南
高
质
量
发
展

西藏金融机构

坚持“三个优化”着力提升服务水平

洛隆县亚许村

扎实推进养老保险收缴工作

近日，拉萨市曲水县才纳园区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实用技术

培训班开班。

图为培训现场。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雪中坚守

2011 年 12 月，青藏电力联网工程投运，如今已安全稳定运行了 10 年。10 年间，青藏联网工程为高原的

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国网青海电力积极保护青藏联网工程沿线生态，在施工和运维过程中，始

终坚持绿色环保理念，开展保护沿线冻土稳定、呵护高原植被草甸、避让动物迁徙路径、输送绿色清洁电能、

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具体实践，让电力天路成为“绿色长廊”。

图为青藏联网年检现场。

闫昱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