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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翡翠
在珠宝行业内被
称作墨翠， 它也
是近年来在翡翠
市场上出现的新
品种。 墨翠的价
值主要体现在原
材料质地和雕刻
工艺两方面。 墨
翠从表面看是黑
色的， 但是它的
颜色并不是真正
的黑色， 而是绿
色， 优质的墨翠
在强光下显现的
仍然是绿色。 墨
翠的鉴别与其他
翡翠一样， 不可
妄自揣测， 只要
平时注意积累 ，
是可以鉴定出真
伪优劣的。

质量最好的
墨翠是绿辉石玉
的墨翠， 颜色从
灰绿色到深灰绿
色， 在投射光下
呈现墨绿色 ，颜
色深的品种在反
射光下有铁灰色
的光泽， 根据以
上这些特征就可
以识别出绿灰石
玉墨翠。

墨翠的另一
品种是当钠铬辉
石玉中钠铬辉石
的 含 量 比 较 高
时， 这种墨翠外
观呈现深墨绿色
到灰黑色。 这种
墨翠的质地不怎
么好， 含有一定
数量的铬铁矿残
余， 少数的质地
较纯净。

新闻 资讯新闻 资讯

（上接第一版）
走基层不走过场， 胡昌升始终充满激

情，从早到晚，时间安排十分紧凑，特别注重
调研实效。

去年 9 月 6 日中午 14 时 35 分， 一位
“陌生人”闯进了泸定县得妥乡政府大院，见
到“陌生人”，一位年轻女同志向他走来。

“胡书记您好，我是副乡长赵丹。 ”来者
落落大方地作着自我介绍。

“您好 ， 我们只是顺道来 看 望 一 下
大家 。 ”

这位“顺道而来”的“陌生人”不是别人，
他就是州委书记胡昌升。

9 月 6 日，州委书记胡昌升刚刚结束在
得荣地震灾区的工作后，又马不停蹄、轻车
简从来到泸定县，沿大渡河而上，对两岸六
个乡镇进行了“突然袭击”。 不事先通知、不
预设路线、不层层陪同，临时决定被检查乡
镇，察民情，问民生，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对群
众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对州委、州政府各项
工作特别是作风建设方面的意见建议。

胡昌升认为，赴基层调研，就要听真话、
访真情、解真难，如果事先安排好线路，确定
好调研地点和对象， 身边陪同一大堆干部，
往往很难摸到实情、听到实话。 领导干部只
有经常深入基层，才能听到真话、摸到实情，
才能真实了解基层群众的问题和困难。

说起州委书记的暗访， 人们并不陌生，
每到一地调研他都要深入基层明察暗访，走
进群众生活，倾听民意民声，了解热点问题，
洞察执政作风，解决了许多起关乎百姓切身
利益的事情，得到群众连连称赞。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胡昌升始终勤
勉尽责，永不松懈倦怠，以一种甘之若饴，孜
孜以求的敬业精神和苦乐相伴，坚守忠诚的
高尚境界，夙兴夜寐、呕心沥血。

去年 12 月 12 日， 由于连续患严重感
冒， 胡昌升在州医院打完点滴已是中午了，
他顾不上吃饭， 在办公室处理完各种急件
后，便轻车简从，前往丹巴县就基层各项工
作进行调研。 来到丹巴县梭坡乡时，已是晚
上 8 点多了。

见到州委书记， 乡村干部非常激动，他
们没想到州委书记会在这么晚了还来看望
大家。 胡昌升走进乡干部的办公室，认真检
查是否整洁，大家的精神状况怎么样？ 与大
家面对面座谈，心贴心交流，手拉手问候。

时至寒冬， 深山的夜晚已是寒意阵阵。
州委书记的到来，为这个小村庄增添了浓浓
的暖意，欢乐的场景给寂静的小山村带来了
热闹，直到晚上十点多大家才慢慢散去。

第二天，胡昌升拖着病体又先后赴丹巴
县太平桥乡、半扇门乡、岳扎乡、中路乡、革
什扎乡、丹东乡、边耳乡、章谷镇等七乡一镇

调研，与基层干部群众拉家常，真心了解群
众所思所盼。

每到一地，胡昌升都要深入到困难和矛
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深入到最边
远、最艰苦的地方，认真听取大家的建议意
见，严格执行中央“八条规定”，带头实行自
助餐，并与当地群众同桌共餐。

在丹巴县中路乡呷仁依村胡昌升走进
村民益西桑丹家中， 听说州委书记来了，附
近的干部群众纷纷来到益西桑丹家里，胡昌
升热情地和大家打着招呼。

“你家几口人？ 现在生活得怎样？ ”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都好吧？ 孩子上

学没有？ ”
“你对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工作有什么

好的建议意见？ ”胡书记还与前来的干部群
众亲切交谈。

“胡书记，现在已过了中午吃饭时间，能
不能在我家吃顿便饭？ ”益西桑丹对胡书记
说道。

说话间已午后 1 点多了，听说在他家吃
饭，胡书记欣然答应下来，还叮嘱主人别特
意准备，有什么就吃什么。

与主人走进客厅， 坐在藏式餐桌前，胡
书记还把村支部书记和主人叫到身边坐下，
不一会， 一盘盘香香喷喷的饭菜端上了桌，
青椒炒肉、腊肉香肠、凉办黄瓜和一大盘玉
米馍馍。

“不知道您要来，我们什么也没准备，就
是我们平时吃的饭菜。 ”主人感到有些过意
不去的样子。

“这样很好，来，大家也吃，不要客气。 ”
胡书记一边说着，还一边为坐在身边的村支
部书记们夹菜。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能与州委书
记一起吃饭。 ”坐在胡昌升身边共餐的丹巴
县中路乡基卡依村党支部书记格绒激动地
说道。 他说，“坐在州委书记旁边开始十分
紧张，大气都不敢出，没想到他是那样的随
和，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不
仅详细询问我们的家庭情况和生产生活情
况，还不时为我们夹菜，我们紧张的心也就
放松了”。

“你们认为群众工作还存在哪些不足？
有没有好的建议和意见？ ”胡书记真诚地问
道，看着大家有些紧张，胡书记又说，“不要
紧，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就是要听你们的
真话，听你们的心里话。 ”

“现在群众工作搞得很好， 特别是结对
认亲，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感情融洽了，干部
和群众能够打成一片， 大家都在共同想发
展。说真的，刚开始搞的时候，我认为结对认
亲只是一种政治的需要，是一种形式，可能
像过去搞运动那样，一阵风就过了，现在看

来还不是这么回事，我希望群众工作要长期
搞下去。 ”丹巴县中路乡呷仁依村党支部书
记更登说道。

12 月 15 日晚上 21 时 2０ 分，一辆越野
车停在了距雅江县城 63 公里处的八衣绒
乡，州委书记胡昌升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这
个海拔 3400 米的偏远乡。

“今天来这里就是想和大家好好聊聊
天。 你们在基层工作还有什么困难？ 对当前
正在开展的群众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建
议？ 怎样才能把群众工作搞得更好？ 请直奔
主题谈谈，就跟聊家常一样。 ”在与乡村干部
座谈时胡昌升朴素的话语，让乡村干部们倍
感亲切。

在这个寒冷无比的夜晚，州委书记来到
雅江县比较边远的乡村， 让大家又是激动，
又是紧张， 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大
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谁都不愿错过这个说说
心里话的机会。

听着乡亲们的发言，胡昌升一边不停地
询问，一边认真地在本子上作记录。 “乡亲们
盼致富、求致富的愿望这么强烈，你们提出
的这些要求和愿望，都是各级党委、政府应
该帮助你们解决的，一定要尽快改善贫困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胡昌升说，像八衣绒乡这
样贫困的高寒山区， 虽然基础条件恶劣，可
只要有求发展、谋致富的强烈愿望，发展的
潜力很大。

不知不觉，已是晚上 10 点多了。
“书记，这么晚了，您们还没吃饭吧？ 我

们都准备好了。 ”乡党委书记张宏兵说。
“我们来到这里，就想看看你们的生活，

听听你们的真心话，我们住在这里，就把这
里当自己家，你们也不要把我当客人，平时
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胡昌升对他说道。

来到乡政府食堂，不多时，小桌、小凳摆
好，大家并肩入坐。桌上几道家常菜，有回锅
肉、土豆炒腊肉、麻婆豆腐和一碗青菜汤。

说实话，这天，胡昌升真的很累。 一大
早，在道孚县最边远的甲斯孔乡和扎拖乡看
望乡村干部，慰问基层群众，然后马不停蹄
地沿雅砻江而下， 进入雅江县已是傍晚时
分，顾不上休息，又与雅江县河口镇干部群
众进行座谈。

寒风中，借着车辆的光束，小车在积雪
的蜿蜒山路上小心行驶着，胡昌升还先后慰
问了雅江县米龙乡、麻郎错乡、恶古乡的干
部群众，来到八衣绒乡已是晚上 21 时多了，
当他躺下休息时，已是凌晨 2 点多了。

州委书记率先垂范，带头严格执行“八
项规定”，深入了解基层真实情况，向群众学
习、向实践学习，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
接待，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在各
地给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居之无倦 行之以忠

本报讯（李珍兰）为进一步改善农牧区基
础设施条件，今年甘孜县将进一步加大财政投
入力度，多方争取项目资金，加强农村公路、水
利、市政、通信建设等，着力改善农牧区生产生
活条件，在改善基础条件上谋求更大突破。

———加强交通建设 。 该县计划投资
3214万元，完成大德、卡龙等通乡通畅工程；
投资 3184 万元，开工建设麦达路通畅工程；
投资 1029 万元，启动实施甘扎路、色洛路安
保工程。 计划投资 415 万元，完成第二批通
村水泥路建设。 计划投资 350 万元，完成泥
柯乡彭达村水泥桥建设。计划投资 542.64万
元，完成康北交通应急抢险中心建设。 计划
投资 1500 万元， 开工建设甘孜县客运站搬
迁项目。 计划投资 375 万元，完成 6 个农村
客运站及 50 个招呼站建设。 协调做好投资

4200万元的甘孜格萨尔机场进场公路建设。
———强化水利建设。 整合涉农部门项

目资金， 在生康和卡攻等乡启动三网配套
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 计划投资 5583 万
元， 开工建设中小河流绒岔河防洪治理工
程和城市污水处理厂项目； 投资 2000 万
元，启动绒岔河水土治理项目；投资 2970
万元，开工建设雅砻江右岸防洪堤工程。投
资 200 万元，完成贡隆乡五村、六村等 10
处人口安全饮水工程。 加快推进城市供水
管网二期、污水管网一期等项目前期工作。

———狠抓生态建设。 计划投资 473 万
元， 力争启动斯俄一村泥石流治理工程；投
资 1118 万元，开工建设四通达乡塔拖村、四
通达村泥石流治理项目。 计划投资 646.92
万元， 力争开工建设湿地恢复项目。 投资

220 万元， 完成贡隆二村生态恢复治理工
程；投资 256 万元，完成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160 户。 投资 2560 万元，完成查龙、甘孜镇
等 13 个乡镇沙化治理工程；投资 260 万元，
完成天保工程公益林保存补植和森林抚育
等项目。加快推进康北环保应急指挥中心和
雅砻江湿地保护二期工程前期工作。

———加快能源建设。 加快建设康北电
网枢纽，协调投资 113741 万元，建设甘孜
至周边各县的输变电工程。计划投资 21749.
7 万元，开工建设达通玛片区 110 千伏输变
电工程；投资 2470 万元，力争完成城北 35
千伏变电站增容改造等项目。 投资 4200 万
元， 开工建设打火沟一级电站和冷达电站；
投资 2150 万元，启动麦玉隆流域水电开发
等项目前期工作。 投资 246.35 万元，完成打

火沟二级电站技改等项目收尾工作。力争完
成阿洛曲河流域水电开发项目可研评审，力
争开工建设火古龙太阳能光伏电站。

———加强通讯建设 。 该县计划投资
1300 万元， 开工建设呷拉乡信息化项目。
计划投资 95 万元，开工建设甘孜机场移动
基站；投资 78 万元，完成甘孜机场通信保
障能力建设。 计划投资 60 万元，开工建设
智慧城市乡镇四级网络项目； 投资 860 万
元，力争完成达通玛片区通乡宽带建设；加
快达通玛片区移动基站升级改造， 全面拓
展通讯覆盖范围。

本报讯 （李元吉 杨邦玉）
新年前夕，泸定县发生 3.4 级地
震，震源深度 11 千米。 国网四
川检修公司雅安运维分部所辖
500 千伏康定、甘谷地变电站离
震源较近，震感明显。 地震后，
两站立即对全站一、 二次设备
开展震后集中排查， 消除设备
存在的各种缺陷、隐患，确保电
网安全可靠运行。

站内值班人员分头行动，对

全站户外设备、主控制室以及保
护小室进行了特殊性巡视。 重点
对变电站地面是否开裂、杆塔是
否倾斜等情况，以及是否有地基
沉降下陷、裂缝等危及电力设备、
设施安全等情况进行检查。 经详
细检查、认真巡视，两站户外设备
地基无下陷，设备架构无倾斜，一
次设备运行良好，主控楼及保护
室墙面无明显裂缝、地面无下陷，
设备完好，站内一切正常。

跑马山隧道可研报告正式获批
全长 8.1公里，估算投资 9.5亿元
本报讯 (余蔓)元旦前夕，国

道 318 线康定城区过境段（跑马
山隧道）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获省发改委正式批复。

该项目起于 国 道 318 线
康定城东 情 歌 大 道 海 船 石 ，
沿原路线设下穿隧道 ， 过境
线经下穿隧道上方 ， 于东关
变电站附近设置情歌 1 号隧

道穿越跑马山 ， 经公主桥设
设置情歌 2 号隧道穿越泥巴
山 ， 至战斗坝设置新城大桥
连 续 跨 越 城 市 街 道 及 折 多
河 ，止于两岔口与国道 318 线
相接 。 该项目全长约 8.1 公里
（其中隧道长约 6.3 公里 ），采
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 ， 估算
投资约 9.5 亿元 。

章古河坝移民集中安置点开建
力争 2015年 6月建成入住

本报讯 （李忠德 杨明禄 ）
元旦前夕 ， 由甘孜水电公司
建设的章古河坝移民安置房
屋 建 设 工 程 首 栋 11 户 房 屋
条 形 基 础 开 仓 浇 筑 ， 力 争
2015 年 6 月移民们搬进安置
点新居 。

长河坝、 黄金坪两大水电
站建设征地工作牵涉到 595 户
3575 名移民的安置问题， 按照
康定县规划， 章古河坝移民安
置点位于长河坝水电站坝址下

游 17.5 公里处， 拟定安置移民
208 户 761 人，房屋总建筑面积
约 40500 平方米。 该工程由该
县政府委托甘孜水电公司代
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
统一建设。

截止目前，已完成二、三号
楼基础开挖 8000 立方米，3 号
楼基础夹砂石回填 3800 立方
米、房屋基础浇筑 215 立方米、
基础钢筋制安 28 吨、基础砖砌
体 25 立方米。

500千伏电网经受住地震考验
设备完好无损，站内一切正常

加大投入力度 狠抓五项建设

甘孜县着力增强发展拉动力

本报讯 （杨书） 近日，中国西部研究
与发展促进会（西促会）副会长，四川省政
协委员贾红根对我州德格县龚娅乡小学
25 名贫困学生进行了资助，按照小学生每
人一年 1000 元生活费的标准， 此次共资
助 25 名贫困学生一年的生活费计 2.5 万
元。 目前，资助款已划拨到龚娅乡政府的
账户上。 贾红根表示，他将视援助对象情
况和表现持续予以资助。

“贾红根长期致力于西部的建设发
展，热心公益事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次他得知德格
县龚娅乡学生生活状况后，欣然同意为 25
名学生提供援助。 本来我们准备分两批对
25 名学生进行资助，但贾红根一口答应由
他个人全部对 25 名学生进行资助， 他的
这种行为令人钦佩”。 援藏基金会四川办
事处杨东介绍说。

德格县龚娅乡小学校长四郎彭措谈
到，这次受资助的 25 名学生全是龚娅乡小
学的学生， 覆盖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 他
说， 得知贾红根要对学校的贫困学生进行
资助，他和学校的老师们都感到很高兴，他

和一至六年级的班主任商量， 根据学生的
家庭困难状况，遴选了 25 名家庭困难且品
学兼优的学生。 四郎彭措表示，学生们一定
会更加努力学习来报答贾红根先生的关
爱， 他和他的同事们也一定会更加努力教
好书，育好人，来回报社会各界人士对民族
教育的关心。 学校将及时向贾红根先生通
报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生活费发放情况。 目
前， 因龚娅乡小学已经放假， 待春季开学
后，将举行一个简朴的发放仪式。

据了解， 德格县龚娅乡是州人大常委
会机关的群众工作“结对认亲”联系点，群
众工作开展以来， 州人大机关干部职工倾
情倾力，做了大量工作。 目前，按照“加力、
深化、提高”的要求，正在推动群众工作全
覆盖、全落实。州人大常委会教工委在群众
工作“一委一事”推进中，根据自身职能和
特点，积极在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为
龚娅乡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此次为 25 名
学生联系资助， 正是他们所办的实事和好
事之一。 该委负责人表示，在新的一年里，
教工委将深化“一委一事”工作，更进一步
在办实事和做好事上作出努力。

人大牵线搭桥 推进“一委一事”

德格县 25 名贫困学生受助

为打好今年交通攻坚大决战，我州所有在建公路隧道冬季不停工，部分工程技
术人员和民工将放弃春节与家人团聚。日前，受州委、州政府领导的委托，州政府副秘
书长、州交通协调办主任高见在前往石渠走访“亲戚”途中，专程看
望慰问了国道 317线雀儿山隧道和省道 217 线石马路海子山隧道
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并转达了州委、州政府领导的亲切问候。图
为在海子隧道施工现场慰问时的场景。 （本报记者 摄影报道）

农发行甘孜州分行是甘孜州
唯一一家政策性银行， 从 1997 年
1 月成立至今，经历了综合经营农
业政策性业务、专营粮油收购资金
封闭运行、到业务范围逐步拓展形
成了“两轮驱动”业务发展格局三
个阶段。 近年来，该行着眼服务全
州“三农”经济”，全面提升服务功
能，通过艰苦努力，整体实力有了
较大提升， 从 2004 年农发行业务
范围调整到去年的十年间，该行累
计发放各类贷款 79382 万元，截止
去年 11 月, 贷款余额 43905 万元，
较 2004 年增加 36128 万元， 增幅
达 464.55%， 充分发挥了政策性金
融的支农作用。

封闭运行成效显著。该行始终
坚持政策性银行办行方向，以服务
“三农”为宗旨，认真执行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促
进国家粮食安全，在信贷资源配置
上给予优先安排，足额保证，并对
企业收购、调运粮食的合理资金需
求给予支持，截止去年 10 月末，全
州省级储备粮油库存为 2977 万
斤， 省级、 州级储备粮油库存为
5935 万斤。 十年间，该行累计发放
粮油类贷款 23302 万元，保障了企
业收购、调销计划的实施，保障了
军需和城乡市场的粮食供给。每年
坚持做好对粮食库存及贷款管理
的常规检查，在 2009 年、2013 年全
国统一的两次规模较大的粮食清
仓查库工作中，该行作为州级清仓
查库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高度重
视粮食清仓查库工作，把清仓查库
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每次都派
出包括分管行长在内的业务骨干
力量参与全州粮食普查工作，通过
加强粮食库存的监管，确保了收购
资金封闭运行。

支农功能明显增强。 2004 年
以来，农发行业务从单一经营粮油
封闭管理逐步扩展到农、 林、 牧、
副、渔各领域，以支持地方小水电
建设作为促进业务经营有效发展
的突破口， 深入到水电资源开发
县，主动营销、积极工作，带动了其
他业务工作的有效开展。业务范围
得到了不断拓宽，逐步形成了“一
体两翼”、“两轮驱动”的多方位、宽
领域支农格局，扭转了专营收购资
金封闭运行期间信贷业务逐渐萎
缩的局面， 实现了业务的有效发

展。 十年来，该行共向 8 个企业的
13 个小水电项目发放了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贷款 50250 万元；发放产
业化龙头企业、农业小企业、农村
流通体系建设贷款 5830 万元 ，支
持产业化龙头企业 3 个、支持农业
小企业 4 个、市场建设贷款企业 2
个；十年来，认真搞好财政支农惠
民补贴资金的监督拨付工作，累计
拨付各种财政补贴资金 208815 万
元，做到了不拖不压，保证资金及
时拨付到粮食企业和农牧民手中。
该行在县上未设立分支机构，也不
经办个人存款业务，一直以来存款
组织工作都是业务发展中的短板，
其贷款资金来源都是积极主动向
上级行借款，用城市的资金有效地
支持了藏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
2004 年该行存贷比为 171%， 去年
11 月该行存贷比为 508%。 通过十
年的努力，该行在藏区农村金融中
日益发挥着骨干和支柱作用。

风险管控能力增强。 十年来，
该行坚持发展与防控风险并重，重
点抓好了各项贷款管理制度、办法
和操作流程等的落实，抓好了“三
个办法一个指引”、“五十个严禁”
的贯彻、抓好了账户管理、反假人
民币宣传和反洗钱工作，抓好了信
贷政策制度和信贷业务操作手册
的学习和执行。强化各项基础管理
工作，大力推进精细化管理，进一
步增强了防范政策风险和信贷风
险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了风险
防控能力，建立了分类管理、权责
明晰等各环节工作标准和操作要
求，促进了信贷管理精细化。 进一
步完善审贷分离机制，强化监督制
衡，明确和落实办贷责任，提高信
贷审批质量和效率。加大应收贷款
的清收力度，实现了建行以来贷款
无逾期、无不良、无欠息，其间还全
额收回了 2667 万元中央和地方新
增财务挂账贷款。面对前几年发放
的中长期贷款因贷款项目建设期
延迟、项目建成后未达到预期效益
等，造成企业进入还款期后，普遍
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分期还款计划
归还贷款本金的问题 。 2012 年 7
月以来，成立了党委书记、行长任
组长的清收领导小组，根据企业的
不同情况，制定了“一企一策”的分
类清收方案， 明确清收责任人，做
到了清收事项事事有人管、件件有

人抓。针对清收难度较大的企业专
门成立了清收小组，制定了各阶段
的工作目标， 由领导小组全程监
控、专项督导。 针对不同企业的具
体情况，分别采取电话催收、发函
催收、现场催收、约见催收、问责催
收、派驻客户经理催收等多种清收
手段。 还采取约谈企业负责人、要
求出具还款承诺函、派驻客户经理
清收等方法，有效地推进了中长期
贷款的清收进度，取得了较好的清
收成效。 从前年 7 月到去年 11 月，
该行共收回中长期贷款 13843 万
元， 其中： 收回全部关注类贷款
6550 万元， 全行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中长期贷款前期积欠的应还未
还贷款本金已全部收回，其清收工
作取得的成绩得到了省分行的肯
定和表扬，清收工作经验在全省进
行了交流。 截止去年 11 月末，该行
不良贷款余额为零，十年间未新增
不良贷款，使业务快速发展与信贷
风险防范相得益彰。

服务功能全面提升。 十年来，
该行完成了综合业务会计应用系
统全面上线、完成了 CM2006 信贷
管理系统上线和 CM2006 一期、二
期升级工作，强化信贷运营、财务
管理和综合办公管理的科技支撑。
通过 CM2006 管理系统的不断升
级，从贷款准入、项目调查、信贷流
程、贷后管理、业务考核等方面完
善了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了信贷
风险管理机制、制度和流程，建立
了完善的风险识别、评估、监测、报
告和处置机制， 提高了风险决策、
管理和监控评价能力，优化风险分
类技术，完善信贷资产质量管理体
系，真实反映信贷资产质量。 加强
了内部管理平台建设，提高系统协
同性和工作效率。扩展应用综合办
公平台，新建财务管理、采购管理、
资产管理、绩效考核等流程驱动系
统，实现了银企互联和内部工作的
流程化、集约化、协同化。产品创新
和服务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信贷产
品更加丰富， 中间业务逐步发展，
服务功能明显增强。通过与州农行
签订了网银合作协议，方便了客户
结算， 服务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通过十年的努力，该行推动现代信
息技术与业务发展深度融合，把科
技对业务发展的支撑能力提升到
了新水平。

农发行甘孜州分行

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 服务我州“三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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