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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赋能，西部文旅产业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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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是促进文
化建设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文旅产业
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当文化之韵邂逅金
融之力，当旅游之美融合资本之智，必将谱
写出一曲曲蓬勃发展的时代乐章。近年
来，西部多地文旅相继“出圈”，背后离不开
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金融与文旅的深
度融合正成为推动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引擎。

四 川
创新政企银合作

近年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持续创
新政企银合作机制，通过举办金融恳谈对
接会、推出“一条龙”金融服务、拓展融资渠
道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解决文旅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全省文旅产业
可持续发展。

2019年以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会
同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政企银合作机制，推
动全省金融机构落实贷款授信和设立文旅
支行等合作内容，加大金融支持文旅企业
力度，促进文旅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融
资增量、扩面、降价。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总规划师肖婷介
绍，2023 年至 2024 年 6 月底，全省通过恳
谈对接会平台，签署文旅合作协议 19项，
信贷支持文旅企业 109亿元，支持 33个优
质文旅项目融资58.62亿元，发布181个文
旅企业融资需求名单、融资需求 462.10亿
元，250个文旅项目融资需求清单、融资需
求773.57亿元。

不仅如此，四川还通过政企银合作机
制，抢抓专项债政策窗口期，创新发行文旅
专项债券——成都市锦江绿道专项债券、
超长期限（20 年期）文旅专项债券——四
川省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修复及旅游风
貌提升工程项目专项债，为项目后续运营
发展注入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2024 年，四川还发布
了全省文旅企业融资“白名单”和全省文旅
项目融资“需求清单”，连续精准施策为企
业解难题。2024年11月，在广元市举办的
金融服务与文旅企业恳谈对接会上，共征
集到有融资新需求的企业 107家，融资需
求总额 233.6 亿元；有融资新需求的项目
170 个，项目总投资 1110.37 亿元，融资需
求总额558.16亿元。

截至2024年10月底，四川银行已累计
为省内文旅行业提供主动授信超 620 亿
元，累计服务文旅企业493家，发放贷款超
205亿元。四川银行战略客户部副总经理
说：“仅2024年，我们就为53家一般文旅企
业发放贷款64.94亿元，为155家文旅普惠
小微企业发放贷款6.62亿元。”

据了解，截至目前，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厅先后与中国工商银行、四川银行等 6家
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向全省文化和
旅游项目提供总额1.1万亿元的授信支持，
助力金融机构推出特色信贷产品 127 余
种，为文旅企业投放贷款 1288.35亿元，有
效解决了文化和旅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等问题。

内蒙古阿拉善盟
四维度发力助力外籍游客畅游驼乡

中国人民银行阿拉善盟分行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支付服务、提
升支付便利性相关决策部署，近日联合阿
拉善盟文化旅游广电局、财付通支付科技
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支付宝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及辖内金融机构，
共同启动阿拉善盟“助力外籍游客畅游驼
乡”活动，为外籍在阿游客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的支付服务。

一个示范区，发挥引领作用。2024年
5月 29日，阿拉善盟策克口岸支付服务示
范区正式成立，示范区成立以来围绕“外卡
受理、现金支付、外币兑换、移动支付、账户
服务、业务咨询”等方面，以银行网点、星级
酒店、旅游景区为依托，通过开立账户、兑
换零钱、兑换外币、受理咨询等方式累计服
务超3000人次，为境外来阿人群提供入境
第一站服务。

两个目标，理清重点场景。针对优化
外籍旅客支付体验与提升支付便利性两个
目标，中国人民银行阿拉善盟分行联合文
旅等 6个部门制订《阿拉善盟关于进一步

优化支付服务 提升支付便利性的工作方
案》，围绕“食、住、行、购、娱”等高频文旅场
景，构建移动支付、银行卡、现金等多种支
付方式受理环境，保障消费者支付选择权。

三种方式，优化支付体验。中国人民
银行阿拉善盟分行围绕“大额刷卡、小额扫
码、现金兜底”工作思路，聚焦星级文旅场
景完善支付受理环境。通过布设支持外卡
POS 设备、支持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支付
码牌，设立外币代兑点或支持外卡取现
ATM机具以及发放“零钱包”，实现全盟所
有 4星（A）级以上酒店及景区外籍人员支
付受理场景全覆盖。截至 2024年 9月，阿
拉善盟共有 68 台 ATM 机具支持外卡取
现，47台ATM机具支持零钞取现；在胡杨
林、阿拉善大酒店等重点场所布设 4个外
币代兑点，累计发放零钱包10949个。

四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2024 年 9
月下旬，阿拉善盟迎来一年一度的旅游旺
季，为提升外籍旅客支付便利性，中国人民
银行阿拉善盟分行通过网络媒体、传统纸
媒、线下活动、投放物料四种形式广泛开展
宣传。财付通内蒙古分公司在胡杨林景
区、英雄会举办地—巴丹吉林沙漠、策克口
岸国际文化旅游区等近50个文旅点位，包
含知名景点、星级饭店及自驾露营地，广泛
布放了中英、中蒙文境外来内蒙古人员支
付服务指引、财付通中英、中蒙指引、海报，
累计投放超4000册宣传物料，提升外籍游
客旅游体验，促进阿拉善盟旅游业国际化
发展。

广西柳州
助力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

202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分
行聚焦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通过强化信
贷政策指导、财金政策联动、产品服务创
新、养老环境建设，积极打造“金融+文旅+
康养”的融合发展新优势，推动柳州文旅康
养产业融合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分行强化信贷政
策指导，组织召开信贷工作会，出台信贷政
策指导意见，引导辖内金融机构加强同民
政等部门沟通合作，聚焦旅居养老、康养旅
游、康养运动、医药保健、康复疗养、康养食
品、康养制造等产业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
度，有力支持柳州市康养产业发展。截至
2024年 7月末，柳州市金融机构支持康养
产业企业296家，贷款余额29.59亿元。

为满足老年群体文化、旅游等消费需
求，降低融资负担，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分
行对文旅康养等服务领域实施再贷款再贴
现专项支持计划，支持法人机构发挥再贷
款作用，向文旅康养企业发放低成本资
金。创设财金联动的“文体旅康养贷”产品
并向金融机构精准推送相关企业，运用1%
的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养老、
大健康、文旅、体育等项目建设和企业发
展，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设施
保障。202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
分行累计向文旅康养产业发放再贷款资金
7366万元，推动 32户企业纳入“文体旅康
养贷”支持范围。

随着康养企业及老年群体个性化、多
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逐步显现，中国人民
银行柳州市分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关
心关爱，细分客群，创新专属信贷产品和服
务，运用项目贷款支持康养企业扩大生产
建设，依托四级服务网络提升金融支持个
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水平，切实提升康养企
业及老年群体金融获得感和满足感。光大
银行柳州分行完善手机银行老年人专属

“简爱版”及云缴费APP关爱模式，打造手
机银行“养老金融”专区，优化“光银岁月”
老年客户电话服务专线。桂林银行柳州分
行依托“市－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整
合多方资源，与工人医院共同推进“视频问
诊”到村头，开立“农村金融+自助医疗”综
合服务点超 150家，为老年群体提供便捷
的医疗服务。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分行推动
出台《柳州市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
付便利性实施方案》，从银行卡受理、现金
支付、移动支付、账户服务、宣传推广等方
面为老年群体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支付
服务。柳城农商银行推出全新的“零钱包”
兑换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即来即兑”的快
捷服务，满足现金支付需求，并利用业务办
理间隙主动宣传普及人民币真伪鉴别等金
融知识，保护老年群体财产安全。

长期以来，广西农商联合银行积极响
应“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号召，聚焦文旅新

场景、新业态、新规模，积极支持柳州市三
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梧州市龙圩区苍
海湖、骑楼城、苍梧县六堡镇等重点文旅项
目高质量发展，拓宽“吃住行游购娱”全链
条场景支付结算渠道，为广大游客、商圈经
营者、个体工商户等提供信用卡、扫码支
付、手机银行、贷款等全方位金融服务。此
次签约，是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助力激发文
旅市场主体活力的又一有力举措。

近年来，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先后与广
西旅游发展集团、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
广电网络公司等 8家区直文化、文旅企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支持旅游项目开发、
配套设施建设、资金结算服务、融资授信等
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累计授信260亿元，
支持全区文化、文旅相关产业贷款余额
283亿元，为全区文化、文旅产业改革发展
注入强劲的金融动力。同时，广西农商联
合银行开发上线“乡村旅游贷”“民宿贷”等
信贷产品，从促进文旅消费、加大信贷融资
力度等方面，助推文旅产业加快实现高质
量、可持续性发展。

西藏那曲
金融助力生态文化旅游

202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那曲市分
行用好用足投融资政策工具，加大金融支
持，助力极高海拔地区打造生态文化旅游
新高地。

信贷投放提质效。中国人民银行那曲
市分行主动对接高原优秀特色文化继承创
新区建设等那曲市重大项目融资服务需
求，科学研究制定信贷指导意见，创新丰富
中长期金融产品，提供适配度高的金融产
品和融资模式，不断改进授信评审效率，更
好匹配重大项目投资扩产、基础设施建设
周期。截至2024年10月末，那曲市各项贷
款余额 195.19亿元，同比增加 25.73亿元、
增长 15.19%，有效支持基础设施、清洁能
源、文化娱乐、乡村旅游发展。其中，绿色
贷款余额达 32.34 亿元，同比增加 9.83 亿
元、增长 43.67%，切实以绿色信贷带动绿
色消费，赋能绿色文旅产业发展；涉农类贷
款余额达 86.91亿元，同比增加 7.07亿元、
增长 8.86%，有效促进牧家乐、家庭牧场、
游牧文化等特色畜牧文旅产业发展。

主动担当优服务。中国人民银行那曲
市分行组织引导那曲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紧紧围绕那曲市委、市政府工作重心，积极
主动作为，加大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美丽休
闲乡村、休闲农业重点县、乡村旅游精品工
程以及 4A级及以上优质旅游景区的金融
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敢贷愿贷能贷会贷机
制，完善下沉式金融服务机制，建立并推广
驻企金融辅导员，实行文旅产业清单推送
制，提升文旅产业的贷款可获得性，推动构
建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成功
向那曲市嘉黎上尼屋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及
那曲市尼玛县当惹雍措旅游基础设施2个
项目分别发放贷款300万元和400万元。

协同推进聚合力。中国人民银行那曲
市分行聚焦那曲市生态文化旅游领域重大
项目，优化改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把更
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生态文化旅游领域，更
好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持续加强政银
企合作的深度、力度、频度。2024年以来，
联合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举办 10期政银企
融资对接会，与 58家企业签订融资协议，
授信金额达4.07亿元。持续推动支付便利
化工作，建立外来人员“大额刷卡、小额扫
码、现金兜底”支付保障体系，打造景区支
付便利化商圈，提供“零钱包”兑换服务，创
设移动支付涉农特色场景示范点，不断完
善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游客支付体验。
截至目前，那曲市98个重点商户的POS终
端开通了外卡受理功能。

新疆阿勒泰
文旅“出圈”服务出彩

近年来，农行新疆分行充分发挥金融
资源优势，与旅游集团和景区搭建合作桥
梁，持续支持阿勒泰地区文旅、农牧业发
展，深耕文化旅游餐饮、农牧业等行业产业
链，形成“文旅+”多业态协同发展的格局。

在阿勒泰地区，个体工商户通过“餐
饮+”形式，提供小卖铺、餐饮、娱乐一体化
服务，让游客在享受新疆美食的同时，感受
到农村文化的独特魅力。

客户孙海莲在禾木景区经营一家山
庄，主要提供住宿、餐饮。得益于当地旅游
业的蓬勃发展，孙海莲的民宿生意越做越

大，但也面临着资金紧张的困境。在了解
到客户的需求后，农行阿勒泰分行迅速行
动，开展上门服务，为客户量身定制了一套
贷款方案“商户 e贷”。该行利用移动PAD
线上一键测额功能，贷款流程大大简化，同
客户一起算“经济账”“产品账”“服务账”

“时间账”，仅用一天时间就为客户办理贷
款130万元，满足了客户的资金需求，让客
户同时享受到优惠利率政策。

2024 年前 4个月，农行阿勒泰分行共
投放个人经营类贷款2亿元，有力支持719
户商户发展。

“场景+”收款遍布商超
为使游客获得更佳消费体验，在旅游

旺季来临之前，农行阿勒泰分行组织青年
员工突击队，对布尔津县景区60多家商户
的农行收款码设备巡检，为新受理的商户
迅速安装系统，让传统老店在农行金融科
技的加持下，跑出收款加速度。

景区内的疆禾商店天天人头攒动，仅
2024 年“五一”5 天假期交易笔数就达到
3000余笔，刷新景区内农行收款码交易频
次纪录。“幸好在旺季来临前升级了系统，不
然收款真来不及。”负责人张婷表示。

阿勒泰被称为“神的自留地”，夏季苍
翠深远，冬季白雪皑皑，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往打卡体验。

农行阿勒泰分行紧密围绕“文化+旅
游+科技”城市特色，建立科创文旅企业服
务清单，成立金融服务柔性小组，做好“科
创+文旅”新型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累计
为当地文旅企业投放贷款 5亿元，用于旅
游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景区游览服务等日
常生产经营周转。

该行还坚持以绿色经济、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为出发点，坚持优化信贷结构，
提高服务水平，发展绿色信贷业务。为布
尔津县晶能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阿勒
泰津元能源有限公司提供信贷支持，积极
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阿勒泰再添一
抹青绿。

甘肃酒泉
“贷”就敦煌之美

2024年，甘肃敦煌市文化旅游市场持
续火热。为支持提升敦煌旅游品牌吸引
力、影响力，人民银行酒泉市分行以持续推
进“贷动陇原·惠企利民”融资对接提升行
动以及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示范提升行动为
抓手，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供给，创新文
旅产业金融服务产品，助推敦煌市丰富旅
游业态，擦亮文旅品牌。

2024年上半年，农发行敦煌市支行向
敦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4.77 亿
元，支持实施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提升工程、
雅丹景区提升改造工程以及全域旅游交通
接驳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助力提升旅游承
载力和服务水平，支持敦煌全域旅游开发
建设。

敦煌是甘肃旅游的一张“王牌”。人行
酒泉市分行加强与当地文旅部门合作，发
挥“3＋N”融资对接模式作用，引导金融机
构积极对接大敦煌全域旅游开发、沙洲古
城建设等旅游景点开发项目，推动“金融+
交通+旅游”多方协作，支持完善旅游拼
图，共建旅游辐射圈。

该行引导全市金融机构共同投身大敦
煌文化旅游经济圈建设，通过打通渠道、整
合资源，实现敦煌—瓜州—肃北—阿克塞
文旅资源多点连接。目前，建行敦煌支行
为敦煌研究院量身定制“智慧旅游”系统，
综合授信 2.5亿元，将敦煌、瓜州的人文景
点串联起来，使过境游变为目的地游。农
发行敦煌市支行审批阿克塞苏干湖游客服
务中心暨敦煌—阿克塞交旅融合项目 2.7
亿元，加强市区文化旅游与周边自然旅游
优势互补，吸引更多游客。

“又见敦煌”是甘肃四库文化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斥资打造的西北首部室内情景体
验剧，也是敦煌继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之
后的又一张国际旅游名片。针对“又见敦
煌”项目的融资实际，甘肃银行敦煌支行专
门打造“资产抵押+实际出资人股权质押+
关联公司保证担保+项目建成收益权质
押”信贷模式，投放贷款 6.74亿元，支持项
目成为敦煌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

兰州银行敦煌分行为敦煌欢乐盛典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推出“设备抵押+股
权质押+股东担保+资金封闭结算”信贷模
式，发放 412 万元贷款，支持“敦煌盛典”

“丝路花雨”等项目演出。
针对文旅产业项目普遍缺乏抵质押物

的融资困境，人行酒泉市分行引导当地金
融机构持续跟进文化旅游企业品牌建设项
目，广泛实施“一企一策”不断拓宽抵质押
物范围、丰富担保方式，着力破解文旅企业
融资难题。同时，该行引导当地金融机构
积极发掘文旅行业的新业态，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针对性满足其金融需求。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旅拍项目，
正是敦煌旅游“燃”起来后催生的一个新
兴产业典型代表。仅 2024 年上半年，敦
煌市新增旅拍商铺 200余家，现已累计达
490余家。当地金融机构瞄准经营新兴产
业的小微主体和个体工商户，全力满足其
融资需求。

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骆驼观光骑行是吸
引四海游客的一大亮点。围绕骆驼养殖等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融资难题，敦
煌农商行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将农户驼号实
际收益价值定位为“资产”，创新解决担保
难题，为养殖户提供融资支持。截至 2024
年 6月末，敦煌农商行为 83户骆驼饲养户
发放贷款1473万元。

新疆鄯善
2950万元支持传统村落保护

农发行新疆鄯善县支行近日投放贷款
2950万元，用于支持鄯善县传统村落集中
连片保护利用示范项目建设。此笔贷款是
农发行新疆分行首笔支持传统村落保护的
项目贷款。

农发行鄯善县支行围绕鄯善县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规划，成立工作专班，加强源头
营销、提级营销、联动营销，区市县三级行
通力合作，积极对接自治区及鄯善县住建
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等有关部门，深入
开展大走访、大宣传、大营销，高质高效推
进贷款审批和投放。

据了解，鄯善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示范项目主要涉及鄯善县吐峪沟传
统村落78个庭院、135户民居的保护利用，
在不改变吐峪沟村传统建筑原有结构和外
立面的前提下，维修破损的屋顶、门窗等部
件，维护建筑墙面，加固建筑结构，拆除院
内不合理加建，恢复院落原有格局，并加强
周边环境整治及相关服务设施建设。

此外，该项目的实施突出强调“保护”
基础上的“利用”，将“老屋拯救”提升为“活
化利用”，通过“修复原貌+现代生活设施”
的建设方式推进吐峪沟传统村落的再盘
活、再改造、再升级。传统村落除了供游客
参观外，部分村落还将开发为民宿、商品零
售铺等现代业态，助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
村庄经济发展，使农文旅融合释放出强大
的生命力。目前项目已为当地129名村民
提供了就业机会，预计可实现每人年均增
收近5万元。

西藏林芝
金融助力文旅产业欣欣向荣

中国人民银行林芝市分行把文旅产业
作为重点支持对象，着力推动金融机构提
升金融服务的精准度，为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增添金融动力。

聚焦凝聚合力，提升政策引领力。该
行与人民银行怒江州分行、昌都市分行合
作，共同制定《金融助推民族聚集区与滇藏
新通道“丙察察”精品旅游带融合发展金融
服务体质工程方案》和《实施G318藏东段
金融服务体质工程方案》，引导林芝市银行
业金融机构从行业、区域、客户等方面做好

“丙察察”和“G318”旅游线路沿线金融服
务，加大对文旅集聚区、美丽乡村示范带、
旅游特色村、特色小镇等支持力度。截至
2024年 7月末，林芝市生态旅游业贷款余
额 达 5.35 亿 元 ，本 年 累 计 发 放 金 额 达
3123.24万元，同比增长8%。

聚焦产品创新，增强服务精准度。该
行紧盯全市文旅产业重点项目，多次召开
座谈会，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林芝文
旅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创新信贷产品，丰富
文化和旅游企业信贷融资工具。农业银行
林芝分行推出的“318 幸福旅游贷”“乡旅
贷”以及工商银行林芝分行推出的“藏宿
贷”等产品均备受经营主体的好评。

截至 2024年 7月末，林芝市“318幸福
旅游贷”余额达 5976万元，“乡旅贷”余额
达 971 万元，“藏宿贷”余额达 833.5 万元，
多元化的信贷产品有效满足了林芝旅游业
各类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为支持文旅产
业升级、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金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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