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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青海

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青海省分

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耕青

海本土金融服务，致力于将金融

“活水”精准滴灌至青海经济社

会发展的每一个角落。从扎实

推进“五篇大文章”走深走实，到

推动产业“四地”发展；从助力生

态文明建设，到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工行青海省分行正以实

际行动，书写着金融服务现代化

新青海建设的篇章，为加快融入

新发展格局、服务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贡献坚实的金融力量。

本报记者 文月婷

高质量党建领航高质量发展。工行青海省分行
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因地制宜抓
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该行创新
性构建了“2+4+5+N+X+1”（2即服务国家长江经济带
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
略；4即支持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青海省现代产
业体系建设；5即做深做细“五篇大文章”；N即高效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
团结进步、意识形态工作、乡村振兴等重要精神，在推
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作贡献、
建新功；X即打造“一行一策、一行一品”标杆支行；1即
打造特色鲜明、功能突出、服务专业的特色网点）的全
方位贯彻落实机制。同时，推动形成政策执行保障体
系，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通过细化16项政治建设
责任清单和路线图，推动形成“12365”政策执行保障体
系，力求将每一项贯彻落实工作都做得更加细致入微、
扎实有效，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工行青海省分行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金融工
作的核心所在，全心全意践行社会责任，致力于为客
户提供全方位、便捷化的金融服务。

便利支付渠道，解决支付难题。为提升境外人员和
老年人金融服务保障，工行青海省分行辖属的78家营业
网点、246台ATM机全部支持外卡支取人民币业务办
理，并启用西宁火车站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把支付
便利送到旅客来青“第一站”；全部营业网点实现老年人

“绿色通道”、支付服务便捷窗口、非现金业务上门服务全
覆盖，所有银行网点均配备爱心座椅、老花镜等各类适
老服务设施，同时手机银行老年人专属幸福生活版功能
持续丰富，便利老年人线上自主办理业务。

服务民生需求，增进民生福祉。完善存量个人住
房贷款定价调整机制，加大个人信贷供给，全年投放
个人住房和消费贷款近29亿元。助推政府、银行、民
生三方智能化与数字化提升，对接住建、人社等部门
农民工工资监管系统，实现农民工工资全流程监管，
打造“网点+社保”“网点+医保”等服务场景的便捷服
务，推进互助县、海西州等地区水电燃费的e缴费等项
目优化拓展。

振需促消，强化金融资源供给。金融服务青年就
业，为新入学大学生提供上门办卡服务，为高校毕业
生提供毕业返乡包裹寄递优惠、毕业限定福利及安居
乐业等支持，助力青年择业创业，全年新发放新市民
专属卡1.6万多张。加强金融促消资源投入。与地方
政府、重点企业合作开展“消费促进年”“趣浪城北”

“大美青海信用卡”等省级消费促进活动项目及主题
惠客活动，累计向民众投入约614万元各类资源，拉
动消费增长49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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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水润青海 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工行青海省分行聚焦我省
产业“四地”建设，加大对盐湖资
源、清洁能源、文化旅游、乡村振
兴等领域贷款投放，截至 2024 年
末，产业“四地”领域贷款余额达
317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近 44 亿
元，标志性业务和重大项目支持
同业领先。

在盐湖产业中，支持全省清
洁 能 源 电 力 装 机 达 4300 万 千
瓦，清洁能源电力贷款较年初
净增 42 亿元。在乡村振兴上，
加大海南、海西等民族自治州
信贷支持力度，重点帮扶县贷
款投放 41 亿元，涉农贷款净增
40 余亿元。

下一步，工行青海省分行将
继续以产业“四地”为牵引，积极
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高
原新质生产力，助力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聚焦金融主责主业，
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以更高
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为地
方实体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全力开创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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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末，各项贷款余额约1081
亿元，较年初增加约60亿元，全年累计
承销地方债约 21 亿元，连续多年保持
青海地方债投资同业第一。”工行青海
省分行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等战略部署，聚焦重点领域，服务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普惠金融方面，深入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加强普惠金融增量拓面，
以新一代经营快贷、数字供应链等产
品精准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024 年末，普惠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6.45 亿元，支持普惠企业数量较年初
增长 1400 余户；持续做好困难小微企
业无还本续贷和小微企业减费让利
工作，全年普惠贷款发放利率下降
23BP，累计支持 31 户企业延期还本
5000 余万元；加强金融创新，破解省
内科创企业融资壁垒，运用数字化手
段创新推出“青海科创（绿色）e 贷”、
青海移动（绿色）e 贷区域特色线上科
技行业信用贷款产品，为科创企业发

放近 2.5 亿元融资；加强农业产业化
支持，推进金融服务下沉，制定下发
乡村振兴战略“头雁”计划，累计对枸
杞、牦牛、藏羊、粮食等多个行业经营
主体授信，授信金额达 6000 万元，乡
村振兴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达到 64
个，较年初新增 11 个。

在实体经济方面，保障实体经济
信贷供给，探索实施“金融+生态、公
益、文旅、乡村振兴、体育”等新模式，
持续打造金融服务生态文明高地和产
业“四地”的特色品牌。同时，加大手
续费减免，继续对单位结算账户开户
费、单位结算账户管理费、人民币转账
汇款手续费、企业网上银行年费等实
行优惠或免收政策，优惠期限延长 3
年，截至2024年末，累计减免5万余户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费用 4500 余
万元。

在开放服务方面，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持续开展专项活动，支持

“走出去”企业跨境金融服务需求，紧跟
“跨境电商”外贸新业态发展动态，加强

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及重点企业优质
金融服务的营销力度，加速“青商出青”

“青货出海”。
在绿色金融方面，健全绿色金融

工作机制，加大绿色金融资源配置，丰
富金融产品供给，截至 2024 年末，绿
色贷款余额 331 亿元，较年初增加 56
亿元，绿色贷款增速达到20%，高于各
项贷款增速 14 个百分点。同时，创新
金融服务模式，落地首笔“碳账户”贷
款和可持续挂钩贷款两项创新产品，
加大我省数字经济和绿色算力产业项
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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