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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润物无声之诺
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

2020年11月7日，肩负着为四川本地重大
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的责任，四川银行正式开业。过去三年多时间
里，四川银行始终以“好雨知时，润物无声”为服
务理念，向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城乡居民持续
播撒金融的雨露甘霖。

身负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覆盖面和精准
性的使命，普惠金融在推进国家战略、实现地方
发展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等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因而也是四川银行践行金融初心，
润泽地方发展的主要抓手。

自成立以来，四川银行始终坚持“服务实体
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场定
位，持续加大对民营小微、乡村振兴、科创金融、
新市民、制造业等领域金融支持，通过创新普惠
小微产品体系、加大普惠信贷投放、推进产品数
字化和线上化、创新推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优
惠定价减费让利、优化体制机制建设、强化重点
领域金融支持等手段，着力赋能普惠金融高质
量发展。

面对千千万万根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
四川银行纲举目张，瞄准造成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根本问题，持续加强普惠产品标准化
建设——基于对准入门槛、贷款额度、贷款期
限、尽调模板、业务流程等方面的优化，实现产
品的“集约化、流程化、专业化、规模化”；构建

“标准化”+“非标准化”的普惠小微产品体系，推
出20款普惠小微信贷产品，推进落实“敢贷、愿
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充分调动自身“做小
做散”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激发自身践行普惠金
融的内生动力。仅2023年，四川银行累计发放
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含）的普惠小微贷款
近百亿元。

考虑到多元化的产品体系对提升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覆盖面和可得性的重要价值，四川银
行也重视创新普惠金融“工具箱”——服务四川
专精特新企业、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川
银科创贷”，服务制造业单项冠军、“贡嘎培优”

“转企升规”等制造业企业的“川银制惠贷”，精
准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个体工商户纾解交纳租金
难、水电气暖物业费难、支付员工工资难等难点
痛点的“川银-助业贷”……均构成了四川银行
独具特色的普惠金融产品群。

而面对田间地头渴望过好日子、期待享受
成本可负担金融服务的“三农”群体，四川银行
同样探索出了一套先进经验——为打造乡村振
兴金融综合服务品牌，四川银行推出“天府粮

仓 数字乡村”工程，重点推进党建引领、蜀
农益贷、蜀农益链、蜀农益站、蜀农一卡通

等十大乡村振兴项目；着眼“三农”金融
服务痛点难点，四川银行积极开发适

合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特点的金融产
品及服务模式，推出种植贷、养殖

贷、农机贷、冷链物流贷、食品加工贷等标准化产
品，构建“蜀农益贷”产品体系。

尽管成立仅三年有余，但就普惠金融这篇“大
文章”而言，四川银行答卷可圈可点——截至
2023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128.96亿元，较
年初增长30.67%；普惠小微贷款户数较年初增长
19.97%，圆满实现“两增”目标；截至2023年末，四
川银行全行涉农贷款余额超615亿元，三年年均
增长率达79%。

站在普惠金融十周年的新起点上，四川银行
步履不停，持续加大对本地民营经济、中小微企
业、“三农”等领域的金融支持，以润物细无声的姿
态，提高金融服务保障、改善民生水平。

普春风化雨之施
打造绿色金融引导者

省级法人银行与本地经济发展休戚相关。作
为我国重要的资源和能源基地，四川正在将水、
风、光、气等绿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如火
如荼地进行一场有关绿色未来的革命。此前印发
的《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提出，到2027年，四
川转型升级将取得新进展，绿色低碳优势产业营
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30%，产业创新
力、竞争力明显提升。

在以绿色为底色的川蜀大地上，四川银行也
找准了自身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的落笔方向：在
2022年初，四川银行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会和战略发展研讨会，明确全面发力绿色金融，
积极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引导并支持四川绿色产
业和绿色区域发展，从顶层设计入手，积极构建绿
色金融体系。

随后，四川银行陆续从业务设计和自身转型
着手，加速推动绿色理念落地。具体来说，四川
银行以加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为
契机，率先启动绿色票据地区试点，在攀枝花地
区，逐一挖掘、摸排，走访农业、矿业、制造
业、水力电力供应、交通运输和水利环境等领域
绿色企业25户，建立低碳项目储备库，成功落
地当地混凝土商砼企业绿色票据贴现。至于自身
践行 ESG 理念方面，四川银行则打造了一批

“零碳网点”，并通过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促进绿
色金融业务高速发展。截至2023年末，绿色金
融业务余额 110.98 亿元，较年初增长 53.34 亿
元，增幅达到92.54%。

“既是绿色产业服务者，更要成为绿色金融引
导者”，考虑到商业银行是最大的融资供给方，在

“双碳”背景下，四川银行的宏愿远不止于逐年增加
的绿色金融业务规模。为此，四川银行致力于深入
理解新发展理念，聚焦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
和重点行业，关注绿色制造、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
新兴业态发展；结合四川区域发展新格局，大力支
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四川“十四五”规划中绿

色生态经济带示范市、
示范区建设，深挖区域
绿色资源禀赋，针对性
做好绿色金融服务；搭
建开放的绿色金融研
究平台，推动形成统一
的认定标准，带动和引
导形成全社会“贷、投、
债、保”等综合绿色金
融服务体系，积极为各
类经营主体提供全方

位绿色金融服务，全面支持四川绿色发展。
众所周知，绿色金融有助于引导资金向绿色低

碳经济领域聚集，因而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
要牵引力。而四川银行打造绿色金融引导者的过程，
更将如春风化雨一般，用金融独有的“功能性”擦亮
四川的绿色底色，于潜移默化中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服务产业绿色转型，推动绿色生产方式的形成。

尽排忧解难之能
提升服务民生特色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
之路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新时代金融工作有了根
本遵循，而对于中小金融机构来说，同样拥有了确
切的行动指南。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中小
金融机构应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身处文旅资
源极为丰富的旅游大省——四川，四川银行特色化
经营的立足点清晰而具体，其中之一便是依托对文
旅服务业的支持，惠民利民、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成立不到一年，四川银行便创新打造了同四川
地域文化相结合的“安逸熊猫”特色金融品牌，推出
文旅卡等特色卡种，持续助力文旅消费拓展。在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支持下，四川银行联合40余
家文旅企业及数万家商户，投入专项消费资金打造
文旅商圈。“安逸熊猫·文旅一卡通”以借记卡为载
体，推出十大权益、多重福利，单卡权益价值最高达
21888元，优惠活动100余项，通过金融让利的方
式，为文化、旅游、餐饮、零售、交通等行业引流，激
发文旅市场活力，提振区域消费。“安逸熊猫·文旅
一卡通”发卡量早已突破100万张，拉动消费数十
亿元。

除文化旅游外，四川银行还深入各种生活场
景，持续提升对民生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践行金
融为民、金融暖民、金融惠民的宗旨，竭尽所能解决
城乡居民急难愁盼问题，真正发挥省级法人银行的
优势与职能。

与推出上述“文旅商圈工程”逻辑相同，四川银
行深挖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聚焦重点客群，相继
扎实推进了“拥军尊崇工程”“公安暖警工程”“尊师
工程”“农民工暖阳工程”等十大特色重点工程，惠
及更多社会群体，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而围绕政府、民生“痛点”“难点”问题，四川银
行建设了农民工工资代发系统，推进助业缴费贷、
助业租金贷、商惠贷等项目快速上线。并聚焦科技
金融服务线上化，投产线上实时交易反欺诈系统，
将充值取现、二维码交易等高频动账交易纳入，同
时辅以移动终端经纬度识别等技术，及时预警可疑
事件，保障线上交易安全运行。

“应时代之运、为变革而生”，这是四川银行自
诞生起就肩负的历史使命。整合重组原攀枝花市商
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四川银行以革故鼎新的
形象开篇；主动授信覆盖全省21个市（州），累计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超过3700亿元，
四川银行以稳健的跨越式发展定盘；深入贯彻落实
四川省委省政府“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
等战略部署，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提供信贷和投资
支持，四川银行以“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
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功能定位立足。

在2024年全国“两会”之后，四川银行将
以政府工作报告为指引，继续以优质高效服务夯
实自身发展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
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不
断提升金融服务民生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水平，高质量做好四川银行独具特色的金融“大
文章”。

四川银行四川银行：：做好金融服务民生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金融服务民生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大文章大文章””

金融强国的蓝图正徐徐展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宗明义，为新时代金融工作确立了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进一步明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内涵。

江南海北，勠力同心。身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川银行以独具特色的金融服务润泽着巴蜀大地——创产
品、优服务、强根基，以润物无声的理念持续提升普惠金融覆盖面和可得性；因地制宜、乘势而上，以春风化雨的姿态引导并支持四
川绿色产业和绿色区域发展……

“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这是国家为中小金融机构划定的职责与使命。作为省级法人银行，四川银行自开业伊始便始终坚守
这一定位，通过着力支持四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培育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地
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区域性银行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