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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以前我家可以说是德吉村里贫困户的代表，家
里有年迈的母亲，久病在身的叔叔，加上还收养了 3
名孤儿，家庭收入来源也很少，那时的生活是非常困
难的。”拉萨市曲水县聂当乡德吉村的达瓦，现年 30
岁，是全西藏地区第一个拿到 20 万元妇女创业贷款
的村民。

达瓦告诉记者，后来在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她
开始意识到，光靠几亩田地，是没法让自己家富裕起
来的，所以下决心要走出贫困。

2007 年，投资 3 万元开办养猪场；2009 年，向农
行申办扶贫贴息贷款，扩大养猪场规模；2010 年，成
功申请到妇女创业贷款 20 万元；2011 年，在市妇联
和曲水县妇联组织下，去天津学习先进技术；同年，组
建聂当乡德吉村利民综合养殖合作社并开业。

“2012 年我家买了两辆大型货运车，经营的合作
社净资产超过 180 万元。”达瓦说，合作社的工作人员
都是贫困户，平均月工资在 1500元左右。

因为带动了周边的贫困户一同致富，达瓦所申请

的贷款也享受到了 1.08%的扶贫贴息利率。
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行长米玛旺堆介绍，扶贫贴息

贷款政策是农行借鉴国内外信贷扶贫工作经验，结合
西藏特点，探索出的一条符合西藏农牧区实际的信贷
扶贫之路，为藏区农牧民脱贫致富作出了积极贡献。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13 年 4 月末，农行西藏分行
在全西藏地区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133.22亿元，其中扶
贫到户贷款 110.61 亿元，扶贫贷款余额为 49.29 亿
元，占涉农贷款总量的 51%，扶持农牧户 18.75 万户，
户均贷款 21753.95元。

“现在的扶贫贷款余额、扶持农牧户、户均贷款分
别是 1995 年农行西藏分行成立时的 139.96 倍、24.7
倍和 4.98倍。”米玛旺堆告诉记者，为推动西藏地区农
牧民和中小微企业发展，2001 年起，西藏地区各类贷
款都执行了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2 个百分点的利率，对
扶贫贷款实行 1.08%的最低利率政策。

“年收入低于 2300 元的农牧户或带动 3 户及以
上的贫困户一起致富的农牧户或小微企业都能申

请。”米玛旺堆补充说。
随着农牧户意识的改变，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

已经成功转型，过上了小康的生活。主动帮扶身边贫
困户，是“先富”们的普遍意识。

“政府在 2008 年就发了旅游经营证，但一直没人
敢开店，心都是悬着的，不知道办农家乐会不会赚
钱。”林芝地区米林县南伊珞巴族的固炅林东说。

2010 年，固炅林东投资 50 余万元，开办了当地
首家农家乐——珞巴族部落山庄。20 万元至 30 万元
的年收入，让他忐忑的心平静了下来。固炅林东告诉
记者，因为生意好，资金需求量也上去了，2011 年，他
便向农行申请了 20 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用于扩大
经营规模，也修补了村里的一座桥。

珞巴族部落山庄带动了整个村的发展，在固炅林
东的示范和帮助下，村里另外 7 户也在 2012 年开办
起了旅游农庄。现在，全村能同时接待上百名游客，
并在 2012 年评上了信用乡，扩大了贷款的额度，成立
了专业合作社。

造福西藏

农牧民

五月的西藏，日光倾城却

寒意不减。近年来，随着金融

机构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业

务种类的不断增加，在这幅壮

丽 的 雪 域 画 卷 上 ， 一 抹 “ 金

色”正悄然显现，改变着农牧

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带着氧气瓶和一颗敬畏的

心，本报记者参加了中国银监会

和西藏银监局组织的银行业服务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调研行，走访

拉萨、日喀则、林芝等地区的县

乡镇村、企业以及农牧民家，目

睹一户又一户曾经的贫困户在金

融机构帮助下脱贫并带领周边群

众致富；亲身体验在海拔5373米

的村庄，金融一线信贷人员为做

好基础金融服务所付出的艰辛和

努力；深刻感受到农业银行西藏

分行等金融机构在服务西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开展的积

极探索，以及对当地农牧民致富

的推动作用。

从“日光城”拉萨市，

到山南地区；从号称“水土

肥美的庄园”的日喀则地

区，到人称“西藏小江南”

的林芝地区，记者深切地

感受到在雪域高原上奔波

劳碌的基层银行工作人

员，开展金融服务时的艰

难与辛苦，且行且思，感触

良多。

在西藏这片壮美辽阔

的土地上采访，因为空气

稀薄，所以无论是谈话，

还是做事，都需要放慢速

度，但西藏的发展，并没

有因此而放慢脚步。记者

在采访中深深地感到，谋

变求发展，已成为广大农

牧民强烈的愿望。

为了更好地帮助农牧

民实现脱贫致富的愿望，

当地的银行想尽一切办

法，从设计产品、推广产

品，让农牧民熟悉贷款，

结合地方特色，帮助农牧

民找到致富点，突出对特

色产业的信贷支持。紧紧

围绕西藏青稞、藏药材、

牦牛肉、优质林下资源等

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和绿色

产品发展方向，先后重点

扶持国家级、自治区级龙

头企业 36 家，重点支持

了西藏农牧业特色产业经

济实体 1117 户，累计发

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

款 22.18 亿元，比年初增

加 1.6673 亿 元 ， 增 长

7.52%⋯⋯

不 仅 如 此 ， 银 行 金

融服务的不断延伸，还

创 造 了 更 多 的 就 业 岗

位。在采访中，记者认

识了一位可爱的西藏姑

娘 索 德 ， 1988 年 出 生 的

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

的毕业生，也是第一批

进入西藏银行的工作人

员。她告诉记者，毕业

时候也在北京考过公务

员 、 在 内 地 找 过 工 作 ，

但当知道西藏银行开业

并招收工作人员的消息

时，作为家里唯一的孩

子，她毅然回到了熟悉

的拉萨，几轮面试笔试

之后，顺利成为了西藏

银行的一名员工。

除西藏银行外，中国

农业银行也在近 5 年内招

收了 1358 名西藏籍大学

生，用他们的知识和工作

热情，为西藏地区群众提

供了更加优质的金融服

务。在农行拉萨市金珠支

行采访时，支行副行长米

娜指着正在柜台里给农牧

民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是一名北京外

国语大学毕业的学生，因

为行里计划逐步增加国际

业务，考虑到业务发展需

要，就把这名工作人员从

一个比较偏远的网点调到

了这里。

随 着 西 藏 地 区 金 融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我

们有理由相信，“慢”生

活的“快”发展，一定

会造福越来越多西藏农

牧民。

文/钱箐旎

▷扶贫贴息贷款：

“点对点”先富带后富
“光靠几亩田地，是没法

让自己家富裕起来的”

海拔：3649米

时间：5月18日

地点：拉萨市曲水县聂当

乡德吉村

采访对象：德吉村利民综

合养殖合作社负责

人 达瓦

日喀则地区康马县安代山农牧民采石专业合作
社，是一家利用得天独厚的石材资源为周边农牧民及
该县经济做出重要贡献而获得无息特色产业贷款支
持的企业。

“合作社成立初期，资金短缺是最大的难题。”合
作社采石厂厂长巴桑多吉告诉记者，“因为康马县资
源短缺，唯一的资源就是‘石头’，要想带动周边农牧
民一起脱贫致富，就得把采石厂办起来。”

通过他与农行康马县支行的沟通，介绍采石厂的
运作模式以及可能给康马县和周边农牧民带来的经
济收入，康马县农行对其效益及风险进行可行性评
估，并在一系列调查评估之后，最终将该合作社确定
为康马县农行支持的第一家企业进行扶持。

2008 年，采石厂成功申请了第一笔 250 万元农
牧户特色产业贷款，贷款利息由政府承担，具体由当
地扶贫办来实施，企业无需承担任何利息。截至目
前，合作社日生产石材 200 吨以上，年碎石产量 7.2 万

吨。按 45 元每吨的销售价格，实现年销售收入 32.85
万元，利润 30余万元。

“到这边来工作的时间很灵活，有时间就可以过
来，要做农活或者有别的事儿就可以不来，工资以半
天为单位进行结算。”巴桑多吉说，因为采石需要技
术，所以来上班的工人，都需要先参加地方劳动局免
费提供的 3个月技术培训。

正在加工石头的工人边巴普珠告诉记者，52岁的
他已在采石厂工作 5 年，全家 10 口人中的 3 个都在这
里工作，每月收入多则能上万元，少也能到7000元。

截至今年 5月，该合作社拥有工人 276人，固定资
产 250万元，带动周边农牧民增收致富 400余人。

帮助中小微企业寻找到能带动农牧民贫困户共
同致富的项目，并为其积极发放扶贫贷款，是农行在
西藏自治区重点推行的信贷扶贫工作，像康马县支行
一样，位于林芝地区米林县派镇的营业所，也为其所
辖的丹娘乡丹娘村的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谈起丹娘村的发展，村长桑杰次仁显得有些激
动，他告诉记者，这个村庄从 1987 年开始逐步形成，
最初只有 100 户农户，非常贫困，没有像样的房子可
以住。慢慢的村民开始逐渐从事木材、木料的生意，
后来不让砍伐木材之后就开始做运输行业，人口也
发展到了现在的 368 户、1673 人。

农行的营业所在村里推行帮扶政策，开始是提
供流动金融服务，把国家的扶贫款送到村里；后来
开始建立助农取款点，发放贴息贷款和惠农卡，帮
助村民出主意想办法；在村民逐渐富裕起来，人均
年纯收入增加到 5200 元的时候，农行又开始普及
金融知识，告诉村民如何存款、理财，以及银行卡密
码的保护等。

一 线 信 贷 人 员 用 汗 水 见 证 了 全 村 的 增 收 致
富。截至 5 月 21 日，该村共有存款 968 万元，“四
卡”贷款 326 万元，担保贷款 131 万元，不良贷款率
为零。

▷支持中小微企业：
“点带面”带动贫困户

“ 要 想 带 动 周 边 农 牧 民

脱贫致富，就得把采石厂办

起来”

海拔：4200米

时间：5月19日

地点：日喀则地区康马县

采访对象：安代山采石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

巴桑多吉

海拔 5373 米的山南地区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萨
藏村，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村，距离这里最近的银行网
点，是 47 公里山路外的农行浪卡子县支行打隆营业
所。但足不出“村”享受贷款证年审、申请新贷款证、
提高贷款额度以及存款等基础金融服务，已是当地村
民一件平常的事情。

为当地村民提供服务的是在农业银行工作了 18
年的次仁占堆和他的 3个同事。

“每次去村里就两个人，一个管账，一个管现金。
账本和钱都装在箱子里，箱子上了两把锁，还带了一
根狼牙棒。”站在马上要出发去萨藏村里开展金融服
务的汽车旁边，农行浪卡子县支行副行长次旺多吉向
记者说起出行的安全设备。

两个多小时的颠簸，萨藏村映入记者眼帘，走进
萨藏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准备办理金融业务的村民
多吉平措早已等候多时。

28 岁的多吉平措从小生活在萨藏村，拥有小学
学历的他现在是村委会的一名干部，平时以牧业为
主，同时在乡里开了一家杂货店。2009 年，他向农业
银行申办了 2 万元银卡信用贷款，加上一部分自筹资

金，买了一辆小型货运车。
钻、金、银、铜“四卡”小额信贷产品是农业银行独

创的具有当地特色的金融产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设定“四卡”申办的年收入水平，在贷款额度上，钻、
金、银、铜卡的最高贷款额度分别可达 20 万元、5 万
元、3 万元和 2 万元。以“四卡”为依托，农行构建出农
牧民个人征信系统，实现小额信贷覆盖全区 90%以上
农牧户，并通过信用乡、信用村、信用镇的评定，实现
农牧民之间的还贷监督，达到控制风险的目标。

“今天是过来办理贷款证‘升级’的，把银卡提高
到金卡。”多吉平措略带腼腆地说。由于他个人年均
纯收入达到 3500 元，按规定可提升至金卡。想要再
买一辆大型货运车来扩大业务规模的他，今天还申办
了一笔 4万元的贷款。

采取“汽车银行”、“自行车银行”和“马背银行”等
方式开展流动金融服务，是农行在西藏户与户相距几
公里、村与村相距几十公里的人口分散居住的现实情
况下，探索出的特色金融服务。

次仁占堆告诉记者，在他最开始提供流动金融服
务时的交通工具是马，后来条件好些了，慢慢改成自

行车、手扶拖拉机，现在用汽车效率高了很多，但到大
雪封山的时候，还得回到“马背银行”。

同藏区所有提供流动金融服务的农行一线信贷
员一样，次仁占堆和他的同事也要按照规定，为其所
辖的普玛江塘乡的 6个行政村和打隆镇 7个行政村，1
个月至少到一至两个村镇提供基础金融服务，但村与
村之间，往往需要 6 至 8 天的时间，常常 1 个月下来，
都是在路上。

“现在农牧民的工作条件、环境、服务都有了变
化，观念也更新了。过去老百姓喜欢把钱放家里，现
在都愿意放银行。”次仁占堆说。

开展流动金融服务的，不仅仅是山南地区，据农
业银行林芝分行副行长李莉介绍，林芝地区下辖的墨
脱县受自然条件约束，目前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
县。要给全县 8 个乡、59 个村提供“三农”金融服务，
墨脱县支行的工作人员只能徒步到各乡镇开展流动
金融服务。

“成果还是很显著的，截至今年 4 月末，林芝地区
农行累计开展空白乡镇金融流动服务 280 次，累计投
放贷款 2.33亿元，吸收存款 1.88亿元。”李莉说。

▷马背+狼牙棒：

走镖式现代金融服务
“最开始提供流动金融服

务时候的交通工具是马，慢

慢改成自行车、手扶拖拉机”

海拔：5373米
时间：5月20日
地点：山南地区浪卡子县

普玛江塘乡萨藏村
采访对象：农行浪卡子县

支行打隆营业所信
贷员 次仁占堆

2012 年 3 月，林芝地区林芝县更章门巴民族乡白
马店村委会副主任普布卓玛家成为了西藏地区第一
个安装农行“助农 POS 机”的家庭，开办了银行卡助
农取款业务服务点。6 个月试运行后，当年 9 月开始
正式办理业务。从最初每个月只有 3、4 个人的使用
频率，发展到目前，该服务点共累计办理取款、转账等
业务 411笔，金额 10.1万元。

“助农取款”是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经验和成熟
流程，农行就在摸索中开始了。同“汽车银行”、“马背
银行”等流动金融服务一样，助农取款点，也是农行想
办法扩大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的特色措施之一。

“过去要取款，就得去 40 多公里外的农行八一营
业所。”白马店村委会主任嘠马西绕告诉记者，一周多
的时候要取钱 3 到 4 次，少也有 1 次。以前取钱虽然
麻烦，但也不敢取多了，怕大额资金放到家里不安全。

“现在通过农行设立的服务点直接刷卡取现，不

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很方便。”嘠马西绕说。
根据农行对惠农卡助农取款点的统一规定，在服

务点只能刷惠农卡和银联卡取钱，且一张卡单笔取款
不超过 300元，一天累计取款不超过 1000元。

截至今年 4 月末，农行已在该地区设立 POS 机助
农取款服务点 115 个，其中乡镇 12 个，行政村 103 个，
累计办理业务 1933笔，金额 49.7万元。

农行林芝县支行八一营业所主任珠杰告诉记者，
设一个助农取款点的难度其实很大，除了要对托管人
员进行半年的集中培训外，农行还要负责每月两次的
定期机器维护，临时出问题还得随叫随到。去年的经
营数据显示，包括制作标示点牌、工资等专项性支出
以及其他隐性维修开支等，平均一个取款点要支出
20万元左右的费用。

运营成本高、投入产出倒挂，是当前开展助农取
款服务点面临的现实问题。

“为保证稳妥推进，我们行采取的是先试点树标
杆，后再全面铺开的做法。前期选择电子、通讯等条
件好一些的地方，后期经验丰富了，再选择条件差一
些的地方。”农行林芝地区分行副行长朗杰说。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目前西藏县域以下有
营业网点的银行只有农行，但从今年起，其他银行也
开始计划在县一级以下地区设立机构。

“未来我们的网点，也许只有一个柜台，面积并不
大，也许只有 100 平方米或 200 平方米大小，但一定
是深入社区、深入到百姓身边的。百姓需要的是服
务，而不是金融机构。”有着 23 年银行业从业经历的
西藏银行行长孙健说，如何引进内地成熟的金融服务
产品，并结合西藏特点重新组合，从而更好地匹配需
求，是要结合实际认真考虑的。

从“马背银行”到“汽车银行”，从营业点到助农
POS机，一条“金色天路”在雪域高原越走越宽广⋯⋯

▷助农取款点：
把银行开到家门口

“百姓需要的是服务，而

不是金融机构”

海拔：3200米
时间：5月21日
地点：林芝地区林芝县更

章门巴民族乡白马
店村

采访对象：白马店村委会
副主任 普布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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