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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建行平顶山分行认

真落实各项征信管理规章制度，

确保征信工作依法、合规开展，

不断提高征信服务水平，助力民

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积极改善

营商环境，以实际行动践行征信

为民的宗旨，连续 3 年在全市征

信合规与信息安全考核评级工作

中，获评 A级机构。

建机制，上下联动“一盘棋”

落实责任，强化专业协调沟

通机制。建行平顶山分行按时召

开季度例会，落实征信工作责任，

通报全辖征信管理动态及存在问

题，掌握征信合规落实情况。通

过市分行与辖区内支行迅速联

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征信

风险隐患。

强化教育，筑牢征信合规管

理防线。建行平顶山分行不断加

强对征信从业人员征信信息安全

和合规操作的教育培训，将“征信

合规、人人有责”的理念根植于

心、付诸于行，强化从业人员合规

操作和风险防控意识。

创特色，心手相牵“暖民心”

2018 年以来，建设银行依托

金融科技，打造普惠金融新模式，

推出“惠懂你”手机移动端融资新

平台，将“小微快贷”系列产品一

一展示。客户轻松一点，就能在

线上进行贷款额度测算、联动征

信查询、贷款申请、支用还款等。

同时，为方便群众关注自身征信

变化情况，正确、合规地保护自身

征信合法权益，建设银行推出手

机银行查询征信报告服务。此

外，个人网银和企业网银也可以

免费查询相对应的信用报告。

“现在查询个人征信很方便，

免费查询，便捷高效。”市民李先

生是一名小微企业主，每年都会

到建设银行查询征信，了解自己

的信用状态和贷款情况，“去年疫

情最艰难的时候，我甚至想过借

高利贷，幸亏咨询了一下建行，仅

凭良好的征信记录，建行就贷给

了我 30万元。审批手续快，利率

还低，缓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强宣传，做深做细“出实效”

今年以来，建行平顶山分行

一方面加快推进征信工作重点

项目落地，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征

信课题研究。另一方面，细化征

信专题宣传活动方案，先后在我

市鹰城广场等公共场所组织开

展“3·15 消费者权益日”“6·14 普

及征信知识日”等系列征信主题

宣传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0月底，该行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 份 ，接 受 咨 询 800 余 人

次，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征信保护

意识。

关山千里远，而今启新程。

站在新起点，建行平顶山分行将

坚决扛起“争当表率、争作示范、

走在前列”的责任担当，把“国之

大者”作为“责之重者”，把“民之

关切”作为“行之所向”，淬炼新时

代国有大行本色。

（杨恩光 张超）

建行平顶山分行：
征信为民 征信助企

本报讯 （记者曹晓雨）11 月 8

日 是 第 23 个 中 国 记 者 节 。 上

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

刘文海到市属新闻媒体调研，并看

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

在平顶山日报社，刘文海出席

“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报

记者进社区”记者节全媒体新闻行

动启动仪式，并为平顶山日报社报史

馆揭牌。在市广播电视台，刘文海

观看优秀电视节目展播，认真聆听

好记者代表讲述采访路上的好故

事。他指出，市属新闻媒体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认

真履职、担当作为，推出了一批优

秀作品，为展示鹰城形象、推动我

市高质量发展汇聚了力量。

刘文海强调，市属新闻媒体

要持续扎实推动媒体融合，深入

研究新兴媒体发展的特点、趋势

和要求，尽快适应新时代发展的

需要，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

合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增强主流

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要用心做好党的二十大

精神宣传工作，拿出重要版面、重

点时段，开设专题专栏，推出有分

量有深度的新闻报道，在高举旗

帜中坚定理想信仰，在服务大局

中扛稳使命担当，为我市“壮大新

动能、奋进百强市”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刘文海在市属新闻媒体调研时强调

持续扎实推动媒体融合
用心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

本报讯 （记者朱江淼）11 月 7

日，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班暗访

组到叶县开展第七轮第一期暗访。

暗访组在任店镇尚武营村看

到，村内道路干净整洁，两旁种植

有冬青、柏树、大叶女贞等观赏林

木，月季、菊花怒放。街道两旁，墙

壁粉刷成暗红色，设置有党建内

容、孝廉文化等。新建的休闲广场

上体育设施齐全，村民怡然自乐，

周围绿植环绕。家家门前几乎都

建有小花园。

暗访组了解到，每周一、三、五

是该村的志愿服务日，党员干群齐

上阵，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该村还建有月季园、葡萄园和

黄金梨园，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

在田庄乡牛庄村，暗访组看

到，村内道路干净、绿化良好，新建

了下水道、花坛，花坛围墙上的“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字样格外醒

目。粉刷一新的墙壁上，党建文化

壁画舒展大方。村中空地建有小

游园，标识牌清晰醒目。几名村民

在义务打扫卫生，另有村民在测量

花坛尺寸，准备种植观赏林木和花

卉。该村依托村集体经济，农村人

居环境得到很大改善；落实网格化

管理，实现长治久清；广泛宣传动

员，坚持人民村庄人民建；关注重

点难点，打造亮点，实现村庄净起

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

同时，部分乡镇还未形成持续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机制，

如仙台镇王老君村北路口坑中污水

直排，垃圾杂物乱堆，村中坑塘未治

理，四周有秸秆、建筑垃圾堆；水寨

乡军王村村南堆积有秸秆等杂物，

村东有残垣断壁，村东北角砖头瓦

块、破旧家具堆积，村中空地建筑垃

圾、杂物堆积，部分房屋前后杂草丛

生，路边秸秆堆积，且存在鸡鸭鹅

散养、路面粪便较多现象。

市委农办公布我市农村人居

环 境 整 治 问 题 举 报 电 话 ：0375-

2692177，邮 箱 ：nb2692177@163.

com，接受群众举报。市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专班暗访组将持续对我市人

居环境整治情况进行随机暗访检

查，检查情况将在媒体公开曝光。

我 市 通 报 第 七 轮 第 一 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暗访情况

面对时代的滚滚洪流，平报人秉

承“党媒心”、当好“新闻人”，始终在

守正创新、砥砺前行中抢抓机遇、迎

击挑战，积极主动适应新时期媒体格

局和舆论生态对新闻工作的淬炼与

重塑。

1982 年 10 月 1 日《平顶山日报》

复刊，即传承和发扬党的新闻战线优

良传统，认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市委重要部署，当好党委、政府

喉舌，认真反映群众呼声；上世纪 90

年代，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五大先后

召开，《平顶山日报》紧紧围绕全市中

心工作，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进行及时全面报道，其间，报社

建起地面卫星接收站，能够第一时间

接收新华社电讯稿件，投入第一台胶

印机、引入电子照排系统，采用微机

输入、激光照排、胶版印刷，正式告别

了“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并借助

彩版印刷技术带动印刷质量实现质

的飞跃。

进入 21世纪，随着我市吹响“实

施二次创业、打造工业强市”号角，

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在搞好老城区

建设的同时也掀起了建设新城区的

高潮，《平顶山日报》紧跟时代节拍、

把握发展脉搏，在全面、准确、及时

跟进报道的同时，努力实现自身报业

高质量发展，带动各项事业蒸蒸日

上、健康发展。

今年喜逢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正确

领导下，平顶山日报社围绕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扛好守正

大旗、做好创新文章，深入推进新闻

精品提优、平报品牌提升、机制重构

提效、融媒赋能提质、产业经营提能、

人才队伍提标“六大工程”，加强全媒

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宣传

格局，全力打造与建设“四城四区”相

匹配的区域新型主流媒体，在“壮大

新动能、奋进百强市”进程中展现党

媒担当、贡献党媒力量。

心之所向素履往，笃定坚强再

远航。活动当天，“学习宣传党的二

十大精神·党报记者进社区”记者节

全媒体新闻行动报道组兵分 8路奔

赴社区、面向基层，集中宣讲党的二

十大精神，开展全媒体采风，以冒热

气、接地气、强底气、鼓士气的行进

式报道，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

户晓、入脑入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平顶山

日报社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

舆论导向，每逢大事必出彩、中心宣

传必到位，交出了一份份亮眼成绩

单：仅 2016 年至 2021 年，市领导先

后 28 次对平顶山日报社的工作作

出批示、表示肯定；《矿井里走出来

的院士》《“汽车上的乡政府”：一个

流动的为民服务站》先后获得中国

新闻奖，近 1500 篇新闻作品荣获河

南新闻奖一等奖、中国地市报新闻

奖一等奖、中国城市党报新闻奖一

等奖、赵超构新闻奖一等奖等省级

以上奖励；2021年、2022年，省委宣

传部《河南新闻阅评》和《河南出版

质检动态》先后 8 次点评表扬平顶

山日报社的新闻宣传工作；今年 4

月，在省第十三届报纸综合质量检

测中，《平顶山日报》蝉联省“一级

报纸”，办报综合质量稳居全省第

一方阵。

与此同时，在脱贫攻坚、疫情防

控等工作中，平顶山日报社被评为

全国报业推动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

建设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城市

党媒抗击疫情新闻宣传先进单位，

作品《一个深度贫困村的热闹五一》

入选“全国报业推动脱贫攻坚和生

态文明建设宣传工作”优秀新闻作

品（案例）；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

台服务项目被评为市“我为群众办

实事”100个群众满意度高的服务项

目，并于今年 9月入选“2022年中国

报业媒体融合‘用得好’案例库名

目”……

回望来时路，看清脚下路，坚定

前行路。复刊 40 年的办报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平报

人既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

更有“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将

自觉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和

行动，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宣传党的主张、记录时

代精神、反映人民心声、讲好鹰城故

事，让党的政策速达基层、让党的声

音直达乡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出党报人的贡献。

（本报记者 杨德坤）

秉承“党媒心”当好“新闻人”

永远在路上 续写新辉煌

这一天，我们致敬初心，也致敬自己。

11月 8日，第 23个中国记者节，平顶山日报社新闻工作者代表汇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个属于新闻人自己的节日，总结成绩、表彰先进，启动

“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报记者进社区”记者节全媒体新闻行动，见证平顶山日报社报史馆揭牌。

一张报纸，上连党心、下接民心。1958年 10月 1日创刊的《平顶山日报》在风雨兼程中“四停四复”，始终守牢“党媒姓党”政治立场不动摇，与

鹰城发展同频共振、与城市变迁共荣共生。尤其是 1982年 10月 1日复刊以来，平顶山日报社牢记使命、守正创新，告别“铅与火”、跨进“光与电”、

融合“数与网”、探索“云与智”，实现了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一走向复合、从相加走向相融、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大跨越。一代代平报人筚路蓝

缕、接力奋斗，与党同心、与时代同步、与读者同行、与城市共成长，走过了波澜壮阔的 40年光辉历程。

心之所向素履往 笃定坚强再远航
——平顶山日报社“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报记者

进社区”记者节全媒体新闻行动启动暨报史馆揭牌仪式侧记

记者节到来之际，平顶山日报

社克服疫情影响，以 40天工期建成

的全省第三家省辖市党报报史馆

揭牌。近 300 平方米的报史馆展

馆以文字、图片、影像、实物等形

式，通过“步履·光辉历程”“奋斗·

历史见证”“创新·开拓事业”等 7

个主题，集中展现市委机关报伴

随平顶山经济社会发展走过的漫

漫征程；同时，展馆还运用虚拟现

实技术，以手机端 3D 数字美术馆

的方式打造“美丽鹰城我的家”优

秀短视频摄影作品“云展厅”，以

“元宇宙”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

展现鹰城绮丽的自然风光、厚重的

历史积淀、多彩的人文图景，展示

我市改革发展、生态建设、民生改

善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循着时间的脉络漫步展厅，一

页发黄的稿纸、半枚骑缝印章，记

录着 1958 年 11 月 3 日市委组织部

门 关 于 苗 金 山 等 5 名 平 报“ 拓 荒

牛”的任职批复，始于此，一份报

纸化作一座新兴城市振翅高飞的

羽翼，成为中原雄鹰声啸长空的

强音，不断为时代、为人民鼓呼呐

喊、助威加油；笨重的老式手摇印

刷机，大飞轮、铜字模、铅字柜等

已锈迹斑斑，见证着老一代平报

人像“握长矛之勇士、执琴弦之乐

师”，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靠手

摇墨印谱写时代华章。

“像这台‘镇馆之宝’一样，广

泛征集、精心挑选的近千件参展物

品，无不见证着不同时期的新闻故

事、凝结着一代代媒体人的新闻情

怀，也由此筑起了平顶山日报社的

精神堡垒。”全程参与报史馆筹建

的报史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综合

协调组组长吕光耀感慨地说。

一座报史馆 几代报人情1

2

3

报社新闻工作者代表在报史馆参观 1974 年生产的圆盘平压印刷机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上世纪 80 年代报社印刷报纸时使用

的铜字模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平顶山日报社 2022 年度“十佳编辑（记者）”王民峰在东苑社区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朱泉荣 摄

平顶山日报社 2022 年度“十佳编辑（记者）”朱碧琼在龙腾社区采访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