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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超 文/图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湛河区中兴路中国人民银行平顶山市分行的中州农民银行史料陈列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货
币、布告、账单、文件静静地躺着，似在轻声诉说着烽火岁月中的历史。“这些珍贵的文物史料见证着中州农民银行的兴
衰更迭，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平顶山市钱币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平顶山市分行退休职工张尧成动情地说。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1948年初，中州农民银行在战火中诞生，发行中州币驱逐蒋币、发展农工商业、保障民生、
支援中原解放战争，发挥了“红色金融”“战时金融”的重要作用，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报讯 8月30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公布2024年半年度业绩（以下数
据均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为集团数
据，币种为人民币）。

资产负债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
化。截至6月30日，集团资产总额40.29万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14%。其中，发放贷
款和垫款净额24.63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6.70%，实现信贷平稳增长。负债总额
37.04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37%。其中，
吸收存款28.71万亿元，增幅3.81%。

经营效益总体稳健，降本增效成果显
现。实现经营收入 3748.31 亿元，净利润
1650.39亿元。净利息收益率1.54%，年化平
均资产回报率0.84%，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10.82%，保持较好水平。通过深化
全面成本管理，提高成本效率，上半年经营
费用同比下降1.67%，成本收入比24.15%。
非利息净收入占经营收入比例21.02%。

资产质量整体稳定，风险抵补能力充
足。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
点至1.35%。拨备覆盖率238.75%。资本充
足率19.25%，一级资本充足率14.92%，核心
一级资本充足率14.01%，较2023年末均有
所提升，持续保持较优的资本水平和资本
结构，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场
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类风险总

体可控。
分红比例保持较优水平，增加中期分

红改善投资者体验。2024年增加中期分
红492.52亿元，上市以来累计分红1.2万亿
元，现金分红比例长期保持在30%，近三年
每股股息率均在5%以上，每股收益、每股
净资产、每股现金分红保持较高水平，为投
资者长期创造稳健回报。

做好“五篇大文章”成效显现。科技金
融加快推进，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 1.80万
亿元，增幅 12.31%；绿色金融融合发展，绿
色贷款余额4.46万亿元，增幅14.93%；普惠
金融平稳发展，贷款余额3.29万亿元，增幅
8.29%，约1.4万家网点开展普惠金融服务，
涉农贷款余额3.38万亿元，增幅9.54%；养
老金融稳步推进，打造首批60家“健养安”
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建信养老金管理资产
规模6187.23亿元；数字金融扎实推进，6月
末，“双子星”用户总数达5.05亿户。

服务实体质效提升。投向制造业的贷
款3.05万亿元，增幅 12.79%。民营企业贷
款5.87万亿元，增幅8.74%。战略性新兴产
业贷款 2.72万亿元，增幅 21.19%。境内房
地产行业贷款 9107.26 亿元，增幅 6.65%。
上半年累计为5049个核心企业产业链的
11.93万户链条客户提供 6381.06亿元供应
链融资支持，保持市场领先地位。（乔学伟）

中国建设银行公布今年半年度业绩

本报讯“工商银行的服务
真是太细心了！为了照顾我们
老年人，不但为我们准备了方
便的‘零钱包’，还帮我把银行
卡绑到了微信上，以后再也不
愁买菜找零麻烦了。”9月3日，
正在工行平顶山建设东路支行
网点办理业务的张大妈开心地
对身边人说。

为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
高支付便利性，打通中老年人现
金支付服务壁垒，推动移动支
付、银行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
式的并行发展，近期，工行平顶
山建设东路支行推出了一系列
适老支付服务举措，有效推进支
行支付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该行营业室每月15日都挤
满了支取退休工资的老年人，通
过和老年客户沟通，工作人员了
解到，大部分取现金的老年人都
是因为不会或不熟悉移动支付，
为了日常消费方便，不得已才来
网点排长队支取现金。对此，该
行积极采取行动，在网点常备总
额 500 元、200 元和 100 元可自
由配款的“零钱包”，方便老年客

户与周边商户进行零钱兑换。
同时，为帮助老年客户学习线上
小额支付，该行在网点张贴工行
手机银行“大字版”宣传海报，与
普通版手机银行相比，“大字版”
具有全屏大字体、大菜单设计风
格，首页资产“一眼清”等特点，
更加方便老年客户使用。该行
工作人员还利用老人等待时间
帮助他们注册手机银行，切换大
字版本，并向其讲解日常生活中
移动支付软件的操作流程和常
见的电信诈骗套路。

该行在提升老年客户厅堂
服务体验方面也同样下了大功
夫，不断丰富适老服务设施，在
网点配置爱心座椅、老花镜、放
大镜、轮椅、无障碍出入口等适
老设施，确保能够及时响应到店
老年客户的需求，为老年群体创
建舒适的无障碍服务环境。

优化支付服务是一项长期
工作，接下来，该行会持续推进
适老化支付服务，不断完善支付
服务体系，提高支付服务水平，
积极为提升客户支付便利贡献
力量。 （于沛号 张秀玲）

工行平顶山建设东路支行：

创新适老支付 提升服务水平

1947 年下半年，中原解放区建
立。金融是经济命脉，然而在解放
区内，伪法币及土杂币充斥，物价飞
涨，人民群众利益严重受损，迫切需
要发行一种全区统一流通的货币。
为此，1948年 1月25日，中共中原局
作出《关于发行中州农民银行钞票
的决定》，规定中州币为中原局所属
各区域统一的本位币。

“中州农民银行最明显的特点
就是发行中州币在先，建立银行
机 构 在 后 。 解 放 战 争 推 进 到 哪
里，就在哪里设立支行，有了一定
数量分支行后，再成立总行。”张
尧成介绍说。

1947 年 12 月，桐柏行政公署
发 布《关 于 金 融 货 币 政 策 的 布
告》，成为中原解放区最早发行中
州币的行政区。不久，各地中州
农民银行支行陆续成立。1948 年
6 月，鲁山县成立了中州农民银行
第一印钞厂、中州农民银行鲁山
县支行，附近的临汝县（即如今的
汝州市）、宝丰县、郏县、叶县等也
相继成立了县支行。1948 年 8 月
23 日，中州农民银行总行在宝丰
县商酒务镇赵官营村成立。据不
完全统计，中州农民银行共有分
支机构 121个。

起源与演变：
战火中茁壮成长

在中原大地这片热土上，中州农民
银行虽然只存在了不足两年，但精神激
励着一代代的金融从业者。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平顶山市分
行成立了红色金融工作专班，开展红色
金融史研究工作，推动我市红色金融机
构旧址保护、红色金融精神挖掘和传承。

该行调查统计科科长刘化冰介绍，
目前，我市共有红色金融旧址4处，分别
是位于宝丰县的中州农民银行总行和货
币兑换处旧址、位于鲁山县的中州农民
银行鲁山县支行和第一印钞厂旧址。该
行多次向市委、市政府专项汇报旧址保
护工作相关事宜，相关建议得到市主要
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又多次与宝丰县
和鲁山县政府接洽，协商沟通旧址保护
事宜。

“今年我们将配合地方政府，努力将
宝丰县的两处旧址申报为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同时启动鲁山县的旧址保护工
作。”刘化冰说。

为加大红色金融文化宣传力度，中
国人民银行平顶山市分行积极配合主流
媒体宣传报道，将中州农民银行红色金
融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建成的中州农
民银行史料陈列馆内收集了450余件涉
及中州农民银行的货币、布告、公告、胸
章、凭证、文件、图片等珍贵资料。2021
年和2023年，两次举办红色金融史系列
纪念宣传活动，展览展示了红色货币、史
料实物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州农民
银行成立、发展、壮大以及由人民银行取
代的全过程。

“今年，我们将继续推进中州农民银
行旧址保护复建工作、讲好金融故事、寻
找金融人物、收集中州农民银行的各类
史料、征集中州农民银行相关文物，让金
融精神永放光芒。”刘化冰表示。

保护与传承：
金融精神永放光芒

中州农民银行是中原解放区组
建的区域性银行，肩负着为解放战
争筹集资金、与国民党的法币进行
货币斗争的使命。

彼时，中原地区被国民党统治，
流通的国民党法币恶性通胀、不断
贬值。为打赢这场货币保卫战，
1948年1月，中共中原局确定中州钞
为中原局所属各区统一的本位币，
规定中州钞 200 元兑换 1 银元。
1948年6月，发行了中州币，逐渐禁
止蒋币、伪金元券在市面流通，并禁
止运输银元、白银、黄金出口。1949
年 1月，中州币已在解放区畅行无
阻，币值日益巩固，各种流通券全部
收兑完毕，中州币在这场斗争中取
得全面胜利。1949年 12月底，中州

农民银行职能转并入中国人民银
行，中州币停止流通。据统计，这一
时期，中州币发行80余种币种。

李宪章（已离世），曾在中州农
民银行鲁山县支行工作。据他生前
回忆，鲁山县支行在成立初期，主要
做了三项工作：一是供给解放区党
政军机关经费开支；二是给县城个
体工商户办个体贷款，扶持发展工
商业；三是为鲁山县山区农民柞蚕
生产的蚕种贷款。

在稳定解放战争大后方的同
时，中州农民银行还积极向群众发
放贷款，开展汇兑和投资业务，支
援河南农村救灾，支持农民发展生
产，“枪杆子”与“钱袋子”有机结合
起来。

使命与荣光：
与革命进程相辅相成

战火中诞生的中州农民银行：

鼓了“钱袋子”，硬了“枪杆子”
鹰城金融印记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