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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打造山西省旅游热点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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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工位，心却还在运城。今年“五一”假
期，我市以自然、人文、美食为标签成为全国最
受游客欢迎的 20 个小众旅游目的地之一，许多
游客选择前往运城。这座宝藏城市，开启“反向
游”。来运城不可错过的东湖农贸市场更是成
为“顶流”，来“挤热闹”的网友直呼“一路人从
众，挪都挪不动”。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5 月末，全市重点监测
的 9 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累计旅游经
营收入、累计门票收入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旅游
市场主要指标持续向好。

我市文旅产业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金
融的支持。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运城市分
行围绕“打造山西省旅游热点门户”目标，以
强化政策引领、推进资源整合、创新金融服
务、促进文旅农融合持续加大对文旅产业的金
融支持，以金融“活水”助力文旅产业“热辣
滚烫”。

强化政策引领
搭建“金融+文旅”桥梁纽带

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在文旅产业的
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为激发文旅产业活力，促进我市经济发展，
人行运城市分行积极探索金融支持文旅产业长
效机制，多措并举为我市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和服务保障。

强化政策工具导向。出台《关于设立支持
特色专业镇、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等领域支小再
贷款专项额度的通知》，在现行再贷款政策的基
础上，新设立 1 亿元支小再贷款专项额度，对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向文化旅游行业发放的贷款，
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满足其再贷款需求。截至
5 月末，全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使用再贷款文
化旅游专项额度 4728 万元。

发挥政策合力。结合《运城市推动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山西省旅游热点门户的实施
方案》，与我市文旅部门加强合作联动，针对创
建 5A 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示范区、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等目标任务，指导我市辖内金融
机构通过制订工作方案、创新金融服务、强化与
文旅企业对接等方式，加大对文旅康养集聚区、
美丽乡村示范带、旅游特色村、特色小镇建设等
支持力度。

建立金融文旅协同工作机制，按季获取重
点文旅企业资金需求清单，并及时向银行业金
融机构精准推送。建立“推送名单—精准对接
—问题反馈—协调解决—贷款发放”的文旅银
企对接机制，大大提升了对接效率和企业获得
感。截至 5 月末，已向名单内的 5 家文旅企业发
放贷款 1.5亿元。

开展银企对接新模式。创新银企对接集中
分散结合新模式。组织召开专项银企对接会，
集中调研、对接、授信、服务；银行客户经理分散
一对一上门接洽，建立企业融资、支付、结算等
金融服务需求台账，逐项对接逐项解决。截至
5 月末，已开展银企对接会 2 次，逐户对接 26 家
文旅企业，授信 5320 万元。

定制专属产品。自然景观及“国保”古建景
区可抵押物较少，人行运城市分行指导辖内银
行业金融机构适时推出“旅游贷”“休闲旅游重
点村贷”等多款精准服务文旅行业的信贷产
品。如指导中国银行运城市分行以“股权+景
区收费权+保证”混合抵押担保的形式向河津
市梯子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400
万元。

从小企业到大产业，从小店铺到大景区，我
市金融系统积极开展金融支持文旅产业行动，
全方位助力文旅产业热潮涌动，为我市的壮阔

山水和人间烟火贡献金融力量，也持续编织着
美好生活的未来。

推进资源整合
打造“古建+”旅游业态

文旅产业的资金需求巨大，特别是在运营
景区、建设项目以及企业扩展方面。我市历史
悠久，留下众多的文化遗产，地面文物数不胜
数，加上河流山川形成的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十
分丰富，客观上对资金的需求较大。人行运城
市分行指导金融机构立足文旅资源整合，推进
政府重点文旅项目建设。

仲夏时节，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一望无垠
的盐湖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从高空俯瞰，
盐池仿佛大自然的调色盘，红似绸缎、碧如翡
翠……“七彩盐湖”美不胜收。

运城盐湖是我国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几
千年的盐运历史留下了以盐池禁墙、池神庙等
为代表的文保单位和以“五步产盐法”、神话传
说、历史典故、名人文化为代表的非遗传承，为
了保护、传承、研究和发扬盐文化，2021 年，市
委、市政府将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作为打造特

色盐文化的重点项目，列入“1311”重大工程项
目清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城市分行在得知这一
情况后，主动融入，及早介入，组建工作专班，多
次深入项目现场调研，政银企联合办公，省、市、
县三级联动，科学设计融资方案，因地制宜创新

“生态+文化+产业”信贷支持模式，第一时间审
批并投放贷款 2.6 亿元，加快支持河东池盐文化
博览园建成落地。

该项目包括新建中禁门北和池神庙南两处
历史文化广场，保护性修缮池神庙三大殿，复建
池神庙原有规制的所有建筑等工程。项目内的
河东池盐博物馆是一座全面展示古老池盐五千
年文化的专业博物馆，设有序厅、瑞盐天成、供
食中华、国之大宝、盐务专城、盐化时代、世纪之
约 7 个展厅和 1 个知盐学堂。池神庙复建修缮
后重现了楼宇美轮美奂、甘泉水流汩汩、绿植郁
郁葱葱的景象。

该项目的建成落地，迅速拉开了农发行运
城市分行与政企合力打造特色盐文化的序幕。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加强盐湖生态修复保护工
作，大力实施“退盐还湖”“还湖于民”生态修复
工程，推动千年盐池实现华丽转身。农发行运
城市分行切实发挥“绿色银行”“水利银行”品牌
优势，先后审核通过给予相关项目 77 亿元融资

额度，全力支持盐湖生态修复和历史文化保护
工程，助力千年古盐池焕发新生机。截至今年
6月末，该行已经投放资金 51亿元。

与此同时，人行运城市分行指导农发行运
城分行向芮城县永乐文化旅游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景区经营权购置项目发放贷款 2.78 亿元，支
持芮城永乐宫、西侯度遗址、广仁王庙、城隍庙
4 个古建景区资源整合，实现芮城文物管理权
和经营权两权分离，活化景区运营机制，发挥古
建集群优势。

另外，人行运城市分行还指导农发行运城
分行为稷山县后稷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发放贷款 3.5 亿元，专项支持国家板枣公园建设
和马村砖雕墓、青龙寺等古建保护性修缮，将地
方特色农产品与“国保”建筑资源整合，助力打
造“后稷文化”精品旅游线路。

助力金融普惠
打响“好吃运城”美食品牌

寻味美食是人类的天性，“旅游强市”的背
后离不开丰富的美食支撑。

运城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饮食融合三省
特色，具有独特的美食文化，又因位于河谷盆
地，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又有“北方百果园”的美
誉。近年来，人行运城市分行指导金融机构加
大普惠小微支持力度，以支持特色产业建设促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水饺、油条、胡辣汤、软麻花、豆腐脑、小笼
包、葱花饼、大盘鸡、羊肉汤……运城的亲民美
食不只在东湖农贸市场，也出现在商场、景区或
不知名的胡同口。游客走进一家小馆，不期而
遇的除了美味，还有随处可见运城农商银行的
晋享 e付收款码。

为助力“知名旅游强市”打造，运城农商银
行持续丰富产品服务供给，围绕文旅产业搭建
消费场景，支持文旅项目开发和“夜市经济”腾
飞，为盬街、平常街、鈊街、“七彩盐湖”小吃街、
南山综合风景区等集游购娱于一体的城市旅游
新业态提供特色商圈支付场景搭建服务；为城
际通巴士、共享电车铺放支付渠道、匹配满减活
动，在激活“吃、住、行、游、购、娱”中，注入金融

“活力”。
与此同时，人行运城市分行发挥商业美食

街区带动作用，指导民生银行运城分行向星河
美食广场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 235 万元，惠及
商户超 80 户，用于特色小吃、小型餐饮等的门
店装修。通过打造市区美食聚集地，吸引众多
美食博主打卡，为众多商户乃至整个城市带来
流量。

人行运城市分行还指导辖内绛县农商行运
用支农再贷款向樱桃、蓝莓、草莓等水果采摘园
发 放 信 用 贷 款 共 100 万 元 ，贷 款 利 率 不 高 于
5.5%。发展水果采摘、乡村旅游等项目，不仅能
够提高农户收入，而且可以部分解决水果销售
贮存问题，促进农户降本增收。

不是“大城市去不起”，而是“来运城更有性
价比”。不需要花太多钱，就能获得物质和精神
上的双重满足，“高性价比”是我市火爆出圈的
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市在为游客提供更多
情绪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话题与流量，

“泼天的富贵”才刚刚开始。
截至 5 月末，我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

放文化旅游贷款 3.21 亿元；余额 31.31 亿元，同
比增长 49.95%，惠及文旅产业经营主体 403户。

“文旅产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
持续的创新驱动，这也是金融服务发挥其核心
作用的舞台。随着金融服务的不断深化与创
新，未来我市文旅产业将展现出更广阔的发展
前景。”人行运城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说。

金融存贷款平稳增长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运城市分行数据显示，截
至 5 月末，运城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4256.1 亿元，比年初增加 182.6 亿元，增长 4.5%。
其 中 ，住 户 存 款 余 额 3357.4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加
165.9 亿元，增长 5.2%，占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比重达 78.9%。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贷款余额 2553.1 亿元，比年初增加 161.5 亿元，增
长 6.8%。其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额
1332.2 亿元，比年初增加 34.9 亿元，增长 2.7%，占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 52.2%。

居民消费价格“四涨四降”

1 月至 5 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持
平。分类别看，八大类指数“四涨四降”，其中生活
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7%，教育文化和娱乐
上涨 3.7%，医疗保健上涨 3.4%，其他用品和服务
上 涨 1.8% ；食 品 烟 酒 价 格 下 降 1.6% ，衣 着 下 降
1.4%，居住下降 0.2%，交通和通信下降 2.3%。

全社会用电量小幅增长

1 月至 5 月，运城市全社会用电量 158.6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3.0%。

从全行业用电量看，1 月至 5 月，全行业用电
量 13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用电量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 84.6%。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用
电量 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2%；第二产业用电
量 111.9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0%；第三产业用电
量 20.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7%。其中，工业用
电量 111.1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0%，降幅比 1 月
至 4月收窄 2.0个百分点。

从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看，1 月至 5 月，全市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为 2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8%，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5.4%。其中，
城 镇 居 民 生 活 用 电 量 8.0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9.9%；乡村居民生活用电量 16.4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5.8%。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升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1 月至 5 月全市规上工
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26.5 亿千瓦时，占规上工业
发电量的 21.8%，占比比上年同期提升 1.6 个百分
点。分类别看：垃圾焚烧发电量 0.5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55.7%，占比提升 0.2 个百分点；生物质能
发电量 1.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9%，占比提升
0.3 个百分点；风力发电量 17.5 亿千瓦时，同比下
降 5.2%，占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太阳能发电量 6.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占比提升 0.6 个百分
点。

市统计局发布

1月至 5月相关经济指标

本报讯（记者 王新欣）眼下，正值蓝莓成熟
季。走进临猗县耽子镇霍村集体经济设施大棚蓝
莓种植基地，一株株蓝莓枝繁叶茂，一串串可爱的

“蓝精灵”挂满枝头，个个颗粒饱满，包裹着一层厚
厚的果霜，形似蓝色“玛瑙”，新鲜诱人，果香浓郁，
甚是喜人。村干部与村民们并肩作战、紧张忙碌，
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霍村有耕地面积 11500 余亩，其中鲜桃种植
面积 8000 余亩，年产量 20000 余吨。近年来，霍村
依托自身土层厚、水质好、光照充足、温差大、土壤
微量元素丰富等优势，勇敢迈出经济结构调整的
步伐，将蓝莓种植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精
心筹备与规划，占地 15 亩的蓝莓种植基地顺利建
成，曾经村民们只能在超市货架上仰望的“外来
客”正变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

“以前我们只能在超市或外地见到蓝莓，如今
在咱本地就能摘到这么新鲜、好吃的蓝莓！”从县
城驱车前来采摘的孙女士兴奋地说。

品质是农产品的生命线。为此，村“两委”携
手专业技术团队，从蓝莓品种的选择到日常管理
的每一个环节，都实施了严格的标准化操作。蓝
莓管理技术员王世凯表示：“我们每天根据蓝莓的
生长情况来灌溉，利用遮阳网和喷灌设施有效控
制棚内温湿度，确保每一颗蓝莓都能在最适宜的
环境中成长。”

经过一年的辛勤耕耘，霍村的蓝莓种植项目
迎来了首个丰收年。产出的蓝莓不仅口感香甜、
细腻，还因其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具有显著的抗
氧化、护眼、降血脂等健康功效，迅速赢得了市场
的青睐。据了解，目前 200 株成品苗试种成功，
800 多株幼苗长势良好，明年即将进入挂果期，预
计丰产后亩产 1000 公斤—1250 公斤，亩收入 5 万
元左右。

面对喜人的前景，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王刚表示：“蓝莓种植的成功，不仅为我们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村
民参与现代农业、实现共同富裕的热情。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深化精细化管理，扩大种植规模，引领
更多群众走上这条致富之路。”

临猗县霍村

绘就集体增收
“莓”好“蓝”图

我市金融系统积极开展金融支持文旅产业行动

助推文旅热潮涌动助推文旅热潮涌动
本报记者 余 果 通讯员 古舒婷 刘睿强

上图为掩映在郁郁林木中的芮城永乐宫，下图为风光秀美的河津黄河大梯子崖景区。
本栏图片由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每到夜晚便灯火通明每到夜晚便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星河美食街人声鼎沸的星河美食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