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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强化职能定位，

聚焦主责主业，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自觉当好服务实体经

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坚持以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四

川经济发展，为谱写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四川新篇章贡献力量。

赋能“通道经济”，推动跨区域合作

11 年前，第一列“蓉欧快铁”从四川成都开出。11 年后，成都国际

铁路班列已累计开行近 3 万列，联通境内外 142 个城市，服务企业 1.5
万家。

这是四川锚定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目

标，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生动缩影。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 8 个月，

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6700.5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建行四川省分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四川“通道经济”增添动能：

聚焦交通，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行业贷款

余额近 1900 亿元；

聚焦物流，支持中欧班列，创新运费融资、班列贷款等金融服务，支

持成都青白江区国际物流枢纽建设，为成都青白江宝湾国际物流中心

等项目提供贷款支持；

聚焦跨境，建行四川省分行、建行重庆市分行协同联动，加快贸易

融资、出口信贷、项目融资等多元化结构性融资产品的应用，“关银—

KEY 通”川渝通办集成化改革项目实现了口岸业务“四川+重庆”跨关

区就近办、“海关+银行”跨窗口多点办，被商务部评为全国自由贸易试

验区第五批“最佳实践案例”，被国家发展改革委选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 6 大类 18 条经验做法》面向全国推广。

创新“商投一体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2 年，福能精工集团“福能全国总部及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列入

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名单，与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

政府签约；2023 年，福能精工集团全国总部项目列入成都市 2023 年重

点项目计划名单。

大项目落地需要强有力的银行支持。建行金堂支行积极联络各

方，为福能精工集团全国总部项目提供有力支援，针对企业需求，匹配

“善新贷”产品，制定个性化授信方案，助力项目推进。

紧扣成渝地区建设全国首个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建行四川

省分行将发展科技金融作为重点，围绕四川省六大优势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聚焦《四川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的“三个重点

区域”加大信贷支持。

作为四川省科技金融创新基地，建行四川省分行充分发挥集团资

源整合优势，与子公司协同打造“商投一体化”综合服务，聚焦“广泛

建立连接，充分融资支持，深度综合服务”，着力从客户经营逻辑出

发，提供“股权 +债权”“融资 +融智”“表内 +表外”“行内 +行外”“境

内+境外”的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在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中担当

“资金组织者+交易撮合者+服务集成者+方案提供者”的角色。截至

目前，建行四川省分行设立股权投资基金规模达 230 亿元，科技贷款较

年初增速超 20%。

服务“天府粮仓”建设，支持乡村全面振兴

遂宁市引入四川天府粮仓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支持该公司发展，

建行成都高新支行主动对接，向其发放 3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解决

了企业融资难题。

建行四川省分行根据高标准农田有关政策及规划，推广“高标准农

田贷款”产品，为成都环城生态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授信 2.8 亿元，助

力 10 万亩粮食产业带建设。  
2022 年开始，建行四川省分行全面启动乡村振兴“一县一品”金融

服务示范工程，为县域支行匹配专属政策先行先试，因地制宜支持地方

特色种养产业，以充分发挥县域支行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桥头堡作用。

未来，建行四川省分行将继续深化金融创新，提供更多优质服务，

让金融“活水”润泽广袤乡村，助力现代农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共绘

“天府粮仓”建设的美好图景。

建行四川省分行积极响应客户融资需求建行四川省分行积极响应客户融资需求，，助力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助力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

中亚各国政府重视旅游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将其列为

国家重点发展产业之一，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并积极与中国

等周边国家开展合作，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当前，中亚国家旅

游业呈现积极发展态势。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乌兹别

克 斯 坦 接 待 外 国 游 客 超 过 350 万 人 次 ，比 2023 年 同 期 增 长

13.3%；哈萨克斯坦国内航空公司共运送乘客约 550 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17%。据哈萨克斯坦国家旅游公司数据，今

年 1 月至 10 月，赴哈萨克斯坦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持续上升，

已达 55 万人次。中亚地区其他国家旅游业也实现不同程度

的发展。

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大

乌兹别克斯坦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多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和 7000 多处名胜古迹。2024 年，该国新开发了“黄金谷环线”

“堡垒环线”旅游路线，以吸引更多寻求历史和文化体验的游

客。一家世界知名旅游指南网站将乌兹别克斯坦列入 2023 年

全球 50 个最佳旅游目的地名单的前十位，体现了乌在国际旅

游市场上的吸引力和认可度。乌兹别克斯坦生态、环境保护和

气候变化部部长阿卜杜哈基莫夫表示，2024 年预计将有 1000 万

人次外国游客到访该国。

在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古城等遗迹见证着古丝绸之路的繁

荣。旅游指南和旅游信息出版商“孤独星球”将哈萨克斯坦列为

“2025 年最佳旅行国家”之一。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 年

旅游业发展指数》报告中，哈萨克斯坦旅游业发展指数排名比

2021 年提升了 14 名。哈萨克斯坦旅游市场受到越来越多国际

游客的关注，2023 年该国共接待了 108.5 万人次外国游客，比

2022年翻了一番。

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具备发展山地旅游、生

态旅游的巨大潜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2023 年该

国旅游业的总增加值为 158 亿吉尔吉斯斯坦索姆（1 美元约合 87
吉尔吉斯斯坦索姆），2024 年上半年增至 174 亿吉尔吉斯斯坦

索姆。

塔 吉 克 斯 坦 被 称 为“ 高 山 之 国 ”，超 过 90% 的 地 区 为 山

地，其中过半海拔超 3000 米。中国、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三

国交界处的帕米尔高原塔方一侧是塔吉克斯坦最受欢迎的

旅 游 地 之 一 ，雪 峰 、湖 泊 交 相 辉 映 。 近 年 来 ，塔 吉 克 斯 坦 的

游 客 数 量 呈 稳 步 增 长 态 势 ，2023 年 赴 塔 外 国 游 客 人 数 约

125.6 万人次。

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和里海等独特的自然风光吸

引了众多外国游客。当前，土库曼斯坦政府正积极探索旅游业

发展新模式，吸引国际合作伙伴在里海地区打造旅游产业集

群，计划与邻国在里海推出邮轮旅行线路等。

产业扶持政策不断出台

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加大旅游业投资力度，为从业者提供

优惠补贴政策。例如，该国计划在 12 个重点旅游地区和城市创

建旅游中心，2027 年前在旅游中心经营的企业将享受土地和财

产税降低 90% 的优惠。乌兹别克斯坦复兴发展基金通过商业银

行开设信贷额度，为旅游经营者提供必要的周转资金，并提供 2年

的贷款宽限期。为吸引外国游客，乌政府优化签证制度，并针对

中国游客推出 10 天免签政策。政府还举办国际音乐节等活动，

不断提升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

哈萨克斯坦政府计划到 2030 年将国内旅游人数增加到

1100 万人次，外国游客数量增加至 400 万人次，旅游业从业人数

达到 80 万人。今年前 5 个月，哈萨克斯坦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

大幅增加，主要集中在交通、旅游服务、餐饮和住宿等 14 个领域，

达 2712 亿坚戈（1 美元约合 523 坚戈），同比增长两倍多。哈政府

还计划在未来 5年按照国际标准改善铁路基础设施，并增开往返

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列车。

塔吉克斯坦制定了《2030 年前旅游业发展战略》，致力于

发挥当地旅游资源潜力，提升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塔政府为国内外企业投资旅游领域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

策，促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项目开发和旅游服务提升。

同时，塔对部分国家实行电子签证政策，方便外国游客入境旅

游，并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提升铁路运输能力，为游客提供更

多出行选择。

土库曼斯坦积极开展旅游宣传和推广活动。通过参加国际

旅游展会、举办线上推介会等方式，向世界推介该国历史文化、

名胜古迹和旅游路线，提高旅游知名度。土库曼斯坦还计划进

一步简化签证手续，并加强与国际旅行社合作，吸引更多外国

游客。

吉尔吉斯斯坦不断加大自然景观开发和保护力度，打造生

态游、登山游等特色旅游项目，并发掘历史文化遗产，推出多个

文化游项目。同时，吉面向多国提供免签入境待遇或简化签证

手续，为吸引国际游客提供便利。

哈萨克斯坦 A+分析研究中心评估认为，中亚五国拥有丰富

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建筑古迹、丝绸之路沿线古城吸引了大批学

者和文化爱好者。近年来，中亚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有了显著改

善。新的酒店、餐馆和娱乐中心正在建成，机场和交通系统也不

断升级提速。中亚地区正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预计

该地区的旅游流量将继续增长。

对华旅游合作进入新阶段

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方积极参与中亚各国基

础设施建设，帮助改善当地交通状况、旅游服务能力。在乌兹别

克斯坦撒马尔罕，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国际会展中心、酒店和商

业街等旅游与商业综合体项目，助力提升撒马尔罕的游客接待

能力和旅游市场知名度。

旅游业人才培养也是中国和中亚各国合作的重点。中方定

期邀请中亚各国旅游从业者来华参加培训和交流活动，学习旅

游管理和景区开发等方面经验，提升当地服务水平。中国与乌

兹别克斯坦合作创办的“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和文化遗产大学，

成为中亚地区第一所旅游专业高等教育学校。两国联合培养旅

游专业人才，为促进地区国家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中国与中亚国家旅游合作已取得显著成果。2023 年 6 月，

中国新疆·中亚旅游合作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与中亚国家

旅游领域合作进入新阶段。中国航空公司不断增加与中亚国家

的航线，乌鲁木齐、北京、西安、成都等中国城市均已开通飞往中

亚国家首都的航线。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选择赴中亚旅行。2023 年，赴哈萨克斯

坦旅游的中国游客共计 21.7 万人次，赴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国游

客超过 10万人次，赴塔吉克斯坦的中国游客人数增长了 390%。

中亚各国也积极与中国旅行社建立合作关系，组织游客前

往对方国家旅游，推出多款覆盖热门旅游线路的“中亚游”“中国

游”等旅游产品。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游发展委员会工作人员

别克江·诺斯洛夫表示：“乌中两国旅游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带动

了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业发展，本地旅游公司数量正在增加，乌民

众对前往中国旅游也愈发感兴趣。”

中亚国家多举措促进旅游业增长
今年1月至 10月，赴哈萨克斯坦旅游的中国游客已达5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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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布 望 远 镜 发 现 一 批“ 迷 你 ”小 行 星

新华社洛杉矶 12 月 21 日电   美国航天局近日发布

公报说，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借助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

镜，新发现百余颗“迷你”小行星，这些小行星比天文学家

先前在太阳系主小行星带探测到的小行星都要小。

主小行星带又称主带，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太

阳系大部分已知小行星汇集于此。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

究人员领导的团队利用韦布空间望远镜对遥远恒星的观

测数据，在主带内新发现了 138 颗小行星。

这些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大小不等，小的和公共汽

车尺寸相当，大的则有体育场的规模，它们目前尚无法被

地面望远镜观测到。研究人员介绍，这种大小的小行星

可能由主带内较大的小行星碰撞产生，且可能向地球和

太阳附近漂移。

公报说，新发现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主带小行星大

小、数量和演化历史的了解。由于一些小行星或碎片

可能脱离主带飞向地球，新研究也可为小行星威胁评

估及防御提供更多信息。相关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

然》杂志上。

游客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著名建筑巴伊杰列克观

景塔前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赵益普摄   

冲 绳 民 众 要 求 彻 底 修 改 日 美 地 位 协 定

本报东京 12 月 22 日电   （记者朱玥颖）日本冲绳县

22 日下午举行县民大会并通过决议，要求日美政府在发

生驻日美军犯罪案件后及时向冲绳地方政府通报，并对

赋予驻日美军特权的日美地位协定作出彻底修改。

此次县民大会由冲绳“女性团体联络协议会”牵头召

集。据统计，现场有超过 2500 名民众参会。冲绳县知事

玉城丹尼在会上表示：“许多民众在不安中与（美军）基地

共存。必须更大声地发出呼吁，并采取行动。”

今年 6 月底，日本媒体曝光去年 12 月和今年 5 月发

生两起驻日美军性侵冲绳女性案件，但日本政府均未对

外公布相关消息，也未及时通报冲绳县政府。

联合国警告近百万加沙民众面临寒冬无处栖身风险

据新华社联合国电   （记者施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

务协调办公室日前在“人道主义局势更新”报告中警告，由

于以色列持续轰炸、频繁的撤离命令以及援助物资受限等

因素影响，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日益恶化，近 100 万民

众面临寒冬无处栖身的风险。

该机构说，加沙地带北部的民用基础设施仍在遭受

以色列袭击。今年 10 月 6 日以来加沙地带共发生 95 起

针对学校建筑的袭击，其中 61 起在北部。此外，洪水肆

虐也对整个加沙地带的临时避难所造成严重破坏。由于进

入该地区的援助物资受限，9月至 11月下旬，仅有 28.5万人

获得维修援助。目前仍有至少 94.5 万人急需冬季防护支

持，以应对降雨和寒冷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