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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全国太阳能、

水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清洁能源已经

成为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的靓丽名片。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青海省委“中国这十年·青海”

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星介

绍：“青海另一个巨大发展优势是清洁能源。2016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就提出‘使青海成为国家重要的新型

能源产业基地’，去年考察青海进一步明确‘打造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的更高目标。目前清洁能源装机占全省电

力总装机的 91%，占全国清洁能源装机的 18%，持续保持全

国领先。”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全省风电、光伏装机 1 亿千瓦以上，清洁能源装机超

过 1.4亿千瓦。”绿色画卷正在大美青海徐徐展开。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践行兴业银行总行工作部署、与地

方发展同频共振，是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实现自身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和题中之义。在 2022 年兴业银行半年工作会

议上，总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吕家进提出：“把能源金融摆在

更加重要位置，西部地区分行要切实把握新能源及相关产

业发展的重大机遇，要加强东西协作，共同服务好跨区域经

营的新能源企业。”同时，要求西宁分行党委不断强化责任

担当，把握发展机遇，带领全行干部员工坚决扛起兴业银行

服务青海经济建设的大旗。

结合青海省“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作为青

海绿色金融体系中的一员，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将坚定不移

树牢擦亮“绿色银行”金色名片，以一个个生动的实践、一项

项富有成效的行动，诠释服务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和加

快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信心与决心。

奏响绿色发展“主旋律”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

力也在生态。俯瞰青海，绿色画卷上的每一帧都沁人心脾。

翻日月，过塔拉，光伏海洋，波光粼粼；跃昆仑，趟戈壁，

风车入云，绿电起势。青海，地处祖国西部，这里除了有大

气磅礴的高原美景，更有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撑起这片热

土发展的新希望。

绿色是青海发展的底色，也是青海前进的方向。经过

多年的高速发展，青海能源转型已经从“风生水起”走向“风

光无限”，从揽尽高原好“风光”，到与祖国大地共享能源“风

光”好。

如今，在广袤的荒漠化土地和戈壁滩上，海南藏族自治

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两个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

地全面建成。“绿色链条”上，一个个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离不开金融赋能的力量。

由此，兴业银行西宁分行便开启了一场顶层有设计、制

度有配套、产品线齐备的助力战。自 2014 年 10 月 11 日成立

以来，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始终秉承“真诚服务、相伴成长”的

经营理念，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积极支持省内绿

色金融事业发展，将绿色金融的体制机制优势、政策产品优

势与青海省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相衔接，用实际行动助力

绿色发展，为“大美青海”建设贡献力量。开业至今累计为

省内企业提供绿色融资超 60 亿元，截至 2022 年 8 月末绿色

融资余额 47.66 亿元。其中，绿色贷款余额 18.68 亿元，碳减

排贷款余额近 5亿元。

聚焦绿色金融“主阵地”
听，那起于唐古拉山涧的风声；看，那浩瀚戈壁的耀眼

阳光，都在自豪地向世界宣告：“风光”，青海这边独好！

数据显示：截至 2021底，青海省电力装机达到 4286万千

瓦，其中，水电 1263 万千瓦、光伏 1656 万千瓦、光热 21 万千

瓦、风电 953 万千瓦、火电 393 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

90.83%，新能源装机占比达 61.36%，持续保持全国最高。

省内不仅风、光、水、热能资源富集，还拥有得天独厚的

盐湖锂资源。早在 2018年，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就历时 3个多

月，分别前往海西州大大小小的盐湖进行实地调研，先后走

访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东台吉乃尔锂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五矿盐湖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最终编写了

《青海省锂电重点产业集群调研报告》，为金融更好支持锂

电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年以来，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党委带领广大干部员工

勇立潮头、坚毅前行，立足“区域+行业”，紧紧围绕绿色金融

资产构建为核心发力点，为清洁能源发电、光伏装备制造行

业企业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商

行+投行”优势，坚持“融资+融智”并重，满足企业多元金融

需求。

在清洁能源发电和调峰领域，重点支持了国家电投海

南基地共和县 100 万千瓦光伏项目，不仅对减轻环境污染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更促进了当地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在光伏装备制造领域，重点支持了丽豪半导体

5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项目建成产品全部转变为光伏发电系

统后，将在碳减排中发挥积极作用。

从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青海已走出关键布局。

凭借青海之“绿”这张牌，清洁能源产业在快速升级转型，青

海以特有的优势，正在积极引进一批高载能、高附加值的战

略新兴产业。在天合光能、泰丰先行、亚洲硅业、丽豪半导

体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兴业银行西

宁分行始终伴随左右，与企业共成长，明确将围绕重大项目

建设为企业提供全流程金融服务，推动绿色金融由“浅”入

“深”。

勇当能源金融“主力军”
都说世界清洁能源看中国，中国清洁能源看青海。正

是踏着勇于创新的步伐，在青海广袤的大地上，关于清洁能

源的畅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轮廓日

渐清晰。

而今，因青海特殊的生态地位而发展起来的绿色金融

体系方兴未艾，兴业银行西宁分行也在航行中不断树立绿

色金融理念、建立绿色金融机制、创新绿色金融产品，逐渐

形成独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模式。

绿色金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兴业银行西宁分行正

紧紧围绕产业“四地”建设，牢牢把握青海省加快打造国家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积极培育光伏和储能制造两个千亿级

产业的有利时机，不断加大金融供给，将能源金融摆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

一组组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截至 2022 年 8 月末，清洁

能源发电行业贷款余额 18.56 亿元，占比 30.21%，较年初增

加 6.03 亿元，增幅 48.14%；较去年同期增加 14.86 亿元，增幅

401.71%。制造业贷款余额 20.82 亿元，较年初增加 8.81 亿

元，增幅 73.32%；较去年同期增加 14.54 亿元，增幅 231.43%；

其中，光伏装备制造占制造业贷款的 86.44%。

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从历

史的山巅回望，众多刻入史册的铿锵足印，莫不源于照亮时

代的思想之光。青海发展的时代印记中，每一页都载满了

因绿色发展而成就的足迹，每一页都浓墨书写着“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

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这一主线，把发展责任扛在肩上，巩固基本盘，布局新

赛道，加大能源金融服务力度，全方位对接重点产业和重点

项目，发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干在实处

践行走在前列，力争四季度新增风光水发电项目贷款投放

不低于 30亿元。

作为西部地区分行，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党委将从严从

细从快落实好总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吕家进提出的“使能源

金融成为我行绿色金融主力军”的重要部署，倾力服务好国

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大力度支持清洁和可再生能

源产业发展，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为服务“双

碳”战略和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更多“绿色动能”，贡献更多

“兴业力量”，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勇立潮头 逐浪前行 以金融之笔 绘绿色画卷

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坚决扛起服务青海经济建设的大旗
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张锐

本报记者 李庆玲

白露暧秋色，月明清漏中。
痕沾珠箔重，点落玉盘空。
竹动时惊鸟，莎寒暗滴虫。
满园生永夜，渐欲与霜同。

——唐·雍陶《秋露》

越到傍晚，穿过大街小巷的风声就

变得越发寒凉了，好像秋天是从午后来

的，直到第二天清早出门还能赶上一点

尾凉。推开门，空气里早没了夏日的闷

热和压迫，云层也在湛蓝的高空自由缱

绻。露沾蔬草白，天气转青高，白露一

到，真正的秋天就来了。

当太阳到达黄经 165 度，进入白露

时节。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

个节气，也是秋天第三个节气，逢每年

9月 7日至 9日交节。

斗指癸为白露，阴气渐重，凌而为

露，故名白露。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说：“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

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天气渐

转凉，昼夜温差拉大，会在清晨时分发现

地面和叶子上有许多露珠，这是因夜晚

水汽凝结在上面，这是“白露”名由之一。

白露至，秋风凉。自白露开始，夏

季风逐渐被冬季风所接管，冷空气南下

逐渐频繁，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日照

强度减弱，夜间常晴朗少云，地面辐射

散热快，因此气温下降也逐渐加速，是

“大抵早温、昼热、晚凉、夜寒，一日而四

时之气备”，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

夜”的说法。

露从今夜白，白露是一个颇具诗意

的名字，不仅美了秋天，还迷了诗人的

眼，令他们为之写下无数佳句——

“白露消磨暑，丹枫点画秋。”秋天

的脚步从长城内外开始，催促着枫叶将

储备一整个夏天的红尽情展现，层林尽

染的缤纷世界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爽朗的秋阳是秋天最好的礼物，天空高远

的蓝，秋水幽幽的碧，秋风惬意的爽，天高

云淡带给人们旷达和豪情万丈 ；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在气爽风凉时刻，愿有人问

你粥可温，有人念你衣可添，愿你所思

之人常伴；“过山秋雨响临池，深夜书斋

枕独欹。”淅淅沥沥的秋雨落下，带来一

阵阵凉意，也带给人们无尽思考……

在诗人的笔下，唐诗宋词踩着白露

的韵脚，将缕缕柔情绽放。

白露是温润的时节，就像诗句里称

赞的一样：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

间无数。

白露一过，秋深静美。在高原大

地，海拔 3000 多米以上的草原已是疾

风吹劲草，枯黄一片；在河湟谷地，山林

逐渐被秋色覆盖，田间新挖的土豆金

黄，果园里熟透的苹果红红火火，微风

里带着馥郁的丰收香味。

在高原，最典型的秋色莫过于高原

蓝。高原的蓝天是多么明净、多么高

远、多么辽阔的蓝啊！蓝色的天空，是

这时最美的秋色；这时的蓝天，是四季

中最美的天空。

明净之极而达艳丽，高远之极而显

苍茫，辽阔之极而至无限。蓝天的影子

投在山峦，就是黛青层叠的秋山；蓝天

的影子投在水面，就是碧波粼粼的秋水

了……

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

是古代物候观测史上重要生物标识。

白露时节，大雁自漠北而来，途中已然

霜雪。白露二候“玄鸟归”，小燕向越冬

地飞去。春暖玄鸟至，来时比翼双飞；

秋凉玄鸟归，去时拖家带口。白露三候

“群鸟养羞”，群鸟趁着秋果丰硕、秋虫

肥美之时大快朵颐，同时积攒和储藏美

食，备足过冬“粮草”。

大雁归来，燕子南飞，鸟儿们开始

收藏过冬的食物，这一时节我们也将迎

来中秋节。

中秋节，天高月圆，月明人尽望，不

知愁思落谁家。人间天涯共此时，让我

们祝福这个但闻桂子香的时刻，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

露从今夜白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月是故乡明

本报记者 王 晶 通讯员 湟源组

“以前，我们取快递需要到乡镇驻

地集散中心，到那儿排队半小时是常

事。如今，在自家村口就能收取快递，方

便极了。”西宁市湟源县和平乡马家湾村

的村民谢文建拿着儿子前几天网购的

快递高兴地说。自从村里设了快递接

收站，他慢慢接受并喜欢上了网购。

“快递进村”正悄无声息地影响着

村民的生活。今年以来，湟源县聚焦农

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和消费品下乡

“最后一公里”目标任务，采取“乡（镇）

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村集体配合”的

“政企合作”模式，深入推进“党建引领·

快递进村”行动，着力健全村级寄递物

流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

施短板，有效促进群众就业创业，为推

进乡村振兴注入生机活力。

走进大华镇新胜村村委办公室，

一张擦得发亮的木桌上整齐的摆放着

一个个已消杀过的快递。“现在，我们

村委成员又有新任务了，村委成员轮

班 值 守 ，确 保 村 民 快 递 不 丢 失 、不 错

拿，有效节省村民交通、时间成本。”新

胜村村支书腾国庆一边整理着刚收的

快递，一边笑着说。自从“快递进村”，

从生产农具到生活必需品，从小日化

到大家电，村民们都开始在网上选购，

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取件难了。

为稳妥有序推动快递行业进村，湟

源县联合县发改、邮政等部门，全面摸清

辖区内邮政快递进村底数路线，结合乡

村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生产生活实际，

充分利用村级综合服务中心、零售小卖

部等现有场地，按照有标志牌、有场所、

有专人、有服务时间等“四有”标准，合理

规划统筹建成城镇级快递服务站28个、

村级快递公共取送点44个。11个村直接

投递到户，全县146个行政村全面完成通

邮，实现了快递服务“村村通”，真正做到

让群众得实惠。截至目前，全县各村累

计快递收件量每天增长到8500余件。

“快递”的终点有了“落脚点”，农

产品也成功上网驶入“快车道”。在和

平乡小高陵村，妇女们正在穿针引线

缝制香包、鞋垫等手工艺品。“‘快递到

村’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大家不再有网

上购物取件难的顾虑。我想快递既然

能送到村里，它就能从村里发出去，所

以我组织村内妇女利用农闲制作一些

手工艺品，通过‘微商’平台，把妇女们

的手艺变为收益。”说起村民增收，小

高陵村妇联主任包星花目光熠熠。

依托“快递进村”契机，湟源县积极

推广“寄递＋农村电商＋农特产品＋农

户”的产业扶持模式，积极引导邮政快

递与电子商务、直播带货深度合作，推

动“党建+合作社+邮政快递服务站”

“党建+直播带货+邮政快递服务站”等

新业态快速发展，带动牛羊肉、马铃薯

等产品进城，让农村的“土特产”驶入电

商发展“快车道”，为农村产业和消费转

型注入新动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

我们给大家带来很好的牦牛肉，有喜欢

吃的点击小黄车进行购买……”湟源晟

瑞物流有限公司厂区一角，一场家乡农

特产品直播带货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为进一步扩大新兴领域党的组织

和工作覆盖，湟源县积极引导晟瑞物流

公司成立党组织，并通过与大华镇何家

庄村党支部联建结对“手拉手”的方式，

推动晟瑞物流公司党建与业务双融双

促双提升。在党支部带领下晟瑞物流

公司在“快手”“抖音”等电商平台宣传、

销售特色农牧产品，形成村企“组织共

建、资源共享、经济互助”的联动机制。

截至目前，晟瑞物流公司每月帮助快递

企业代投快件约38.5万余件。

同时，为加快构建资源复用、成本

节约的市场运营网络，晟瑞物流公司积

极与申通、圆通、韵达 3 家民营快递公

司签订协议，在县级仓配处理中心的建

设上，利用 1500 平方米的大华工业园

区快件处理中心，整合民营快递邮件，

借助三级物流体系，实现快递共配。

“截止到2022年8月，湟源县寺寨乡

下寺村、和平乡草沟村和东峡乡兰占巴

村等8个偏远山村均通了快递，全县146
个建制村寄递服务网点实现全覆盖。”湟

源晟瑞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有魁说。

““快递进村快递进村””为百姓带来了双赢为百姓带来了双赢

湟源县大华工业园区“快递进村”分拣站内工作人员忙碌的景象。工作人员整理快递货架。 西宁市湟源县委组织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