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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鲁山县委、县
政府下发《关于表彰2019年度全
县晋位次、争上游、走前列工作先
进单位的决定》，农行鲁山县支行
榜上有名。

一直以来，该行始终坚持把
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必答
题”，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紧抓扶
贫工作不放松，不断提高脱贫攻
坚工作成效。据悉，就在刚刚过
去的中秋国庆假期，该行业务骨
干加班加点，通过“面签”“采集”
和电脑输入数据资料，共办理农
户 小 额 贷 款 1713 笔 ，金 额 达

3254.7 万元，为山区贫困户献上
了一腔真情。

该行制定脱贫攻坚实施方
案，明确任务清单，加强银政合
作，从源头掌握项目和客户清单，
并充分运用一批契合度高、易推
广的“三农”产品，加强信贷支持，
确保金融扶贫着力精准。通过

“项目+企业+建档立卡贫困户”带
动贫困户就业脱贫，已落实带贫
企业两户；与政府、企业、贫困户
签订企业带贫协议，贷款金额1.36
亿元；通过采取吸纳贫困户到企
业劳务用工、直接帮扶等形式，带

动贫困户3345户。
与此同时，该行加快“智慧乡

村”建设和农户信息建档步伐。
前不久，该行抽调业务骨干在瓦
屋镇政府大院会议室里为山区群
众办理小额扶贫贷款手续，仅用
两天时间，就办理贷款300余笔，
金额1000多万元，既为当地群众
节约了时间，又节省了路途费用，
受到群众好评。截至目前，该行
已在全县发放惠农e贷农户贷款
1.3 亿元，发放特色产业贷款 980
笔、8998 万元，重点支持了全县

“农家乐”和食用菌产业，惠及全

县18个乡镇、150余个行政村，用
农行速度传递了普惠金融力量。

据了解，近3年来，该行多次
受到上级通报表彰，在2018年农
业银行总行金融扶贫专项评价中
名列全国832个国定贫困县支行
第15名，在河南省38个国定贫困
县支行中名列第一，被评为A类
行，受到农行河南省分行通报表
彰，连续两年被农行河南省分行
授予“2018年度金融扶贫先进集
体”“2019 年度金融扶贫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

(陈海 石晓燕）

农行鲁山县支行金融扶贫交出满意答卷

本报讯 为助力创建文明城
市，切实做好环境卫生管理，提
升单位形象，营造清洁、舒适的
城市环境，10 月 10 日下午，市郊
联社集中开展全辖卫生大清扫活
动（如图），辖内 21个部门、54个
网点对办公场所内外及周边环境
做了彻底清扫和改良。

据介绍，市郊联社高度重视
创文工作，根据全市创建工作部
署，按照湛河区创建办有关精
神，认真组织了此次活动，要求
辖内各机构清洁效果达到文明
城市创建要求，并形成常态化机
制。活动现场，大家团结协作，
不怕脏、不怕累，整理物品、打扫
垃圾、全面清洁，一个个忙得不
亦乐乎。

在该联社全体干部职工的努
力下，室内外及周边环境卫生有
了明显改善。室内窗明几净，物
品摆放整齐有序，无卫生死角，门
头、柜台、宣传展板、宣传架、垃圾
箱等设施洁净明亮，自助设备室、
社内休息室、厕所等整洁干净。

室外及周边无杂物、悬挂物、白色
污染等，对大门和场所周边墙垣
进行了清洁和修缮，停车区车辆

有序摆放。活动中，该联社志愿
者及时向来往客户和周边群众宣
传文明城市创建精神及卫生知

识，积极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常
态化卫生清洁习惯。

（刘贯虹 王晨阳）

市郊联社集中开展全辖卫生大清扫活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工行平顶山
分行强化日常监测，持续加强个人
贷款贷后管理，加大个人逾期和不
良贷款清收力度，防控贷款风险，
成效明显。今年累计催收逾期个
人贷款6351次，金额6.2亿元；累计
清收个人不良贷款 200 笔，金额
1034.87万元；治理超期未办抵个人
贷款429笔。

据介绍，该行提前做好客户还
款提示，通过信贷系统短信提醒、
95588电话催收、支行客户经理人
工催收等方式，减少或避免系统认
定逾期情况。制定差异化处置策
略，对于偶尔发生的临时性逾期行
为，做好监测提示，避免逾期期数
累加。对于频繁逾期的客户，一方
面加大催收力度，另一方面充分利
用大数据提取该类客户在该行的
存款情况，及时扣划；达到诉讼条
件的“应诉尽诉”，坚持常态化催
收。对政策规定必须完善抵押登
记后再放款的，严格落实办妥相应
抵押手续；加大“超期未办抵”整治
力度，确保押品价值充足有效，对
于总分行级客户政策允许阶段性
担保放款的，确保按时并尽量提早
完成抵押手续。对贷款金额大、风
险相对较高的，着重把控贷款金额
与客户偿还能力匹配度，尤其对贷
款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加大从严
把控力度。 (尹红盈)

本报讯 近来，在舞钢市一家农
贸市场做蔬菜零卖生意的张师傅
犯了愁，他面对着一大堆硬币破钞
无所适从，农行舞钢市支行的工作
人员为他解决了这一难题，细心、
耐心、贴心的服务获得了他连连称
赞。

张师傅今年51岁，2019年底从
乡下来到舞钢市一家农贸市场做
蔬菜零卖生意，生意一直不错，今
年疫情期间，他不辞辛苦地每天蹬
着三轮车奔波于蔬菜基地与隔离
居民之间。由于太忙，他无暇将每
天收到的硬币破钞进行整理并存
放银行，常常是一袋一袋地堆放在
自己住的出租屋内。近日，他接到
儿子要订婚的电话，喜乐之余，愁
上心来：“总不能拎着一袋一袋零
钱去见亲家吧！”

到银行去兑换成为张师傅的
首选，日前，他收拾完菜摊，拎着钱
袋子心情忐忑地来到农行舞钢市
支行营业部，因为他先前去了一家
金融机构，但被委婉拒收了，便小
心翼翼地向营业部工作人员询问：

“能不能将这些零钱兑换成 100元
面值的新钱？”“能，这是我们的分
内事。”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
他。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全然不顾
霉变带来的呛人气味，开始逐一清
点，从上午11点20分一直到下午4
点 30 分，用了 5 个多小时终于将
39672元零钞整点完毕。

当张师傅拿着39600多元新钞
时，心里美滋滋的，连连称赞该行
的贴心服务。 （宛秋革 石晓燕）

工行平顶山分行
强化个人贷款风险
管理效果好

农行舞钢市支行
暖心服务获赞誉

（上接B1版）
从定义来看，数字人民币定

位 M0，是法定货币，属于公共物
品。数字人民币体系将成为一套
惠及公众的免费的价值转移体系
和金融基础设施。个人兑出、兑
回数字人民币时，商业银行将不
会收取服务费，将从两方面提高
数字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一方
面，将降低全社会的资金使用成
本；另一方面，也将减轻现有电子
钱包中的资金沉淀现象（人们可
以无成本地将暂时不需要的数字
人民币兑回到商业银行账户体
系），消费者和个体工商户可以有
更多的选择配置自己的资金。

但纸币是否就此进入消亡倒
计时？市场多认为，长远来看应
该是的。但央行数字货币在一定
时期内不会完全取代纸质货币，
它依然会作为老百姓日常消费时
支付手段的一种补充。迈向“无
现金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

此外，数字货币时代的到来
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有社会结
构和机构功能。

支付宝、微信慌了吗？

数字货币来了，另一重疑问
是：是否会对原有的第三方支付

格局产生冲击？
格局有所影响似乎是必然

的，因为简称为DCEP的央行数字
货 币 ，即 Digital Currency 和
Electronic Payment两部分组成，
前者意为数字货币，后者名为电
子支付；前者代表数字货币在线
上流通，后者说明DCEP的一个主
要业务就是数字钱包。

因此，市场多认为，无论是所
依靠的网络资源背景与流通渠
道，还是所承担的基本职能，DCEP
有着与支付宝、微信等支付工具
天然重合的部分，从而与第三方
支付形成了市场竞争关系。

但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本
质上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新网
银行首席研究员、中关村互联网
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
示，央行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而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只是一种支付
方式，它们的效力不同。具体来
说，机构或个人不接受支付宝或
微信付款，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但拒绝用户使用现金或数字货币
付款就是违法的。

此外，央行数字货币虽然在存
在形态上是完全数字化和虚拟化
的，依托于数字钱包，流通手段更
加便捷，更易于防伪和监管，但其
对应的是M0，是央行对货币持有

者的无息负债，不需要通过银行账
户即可实现价值转移。

支付宝、微信这样的移动支
付工具，由于其本质上仍是基于
银行账户，在货币性质上属于
M1。支付宝和微信是公司化的支
付体系而非法定的支付体系，用
户需要承担手续费和扫码设备安
装成本，比如用支付宝或者微信
进行提现和跨行转账都需要向用
户收取手续费，还存在泄露隐私、
盗号、欺诈等风险。而用央行数
字货币，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交
易都是零成本。

中老年人没有“不会”
的权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部分使用者的担忧来自
于是否会对已有的生活习惯造成
不可逆的冲击，尤其对中老年人
来说，科技的发展、手机和移动端
的快速普及已经给一些人群带来
了困扰。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 46 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下文
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0亿，其中
50 岁 及 以 上 网 民 群 体 占 比 由
2020 年 3 月 的 16.9% 提 升 至

22.8%。互联网正在进一步向中
高龄人群渗透。但他们之中，依
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这个日益
数字化、智能化的世界抛在了身
后。

疫情期间，无处不在的防疫
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健康
申明填报等线上化应用，当“无健
康码遭遇拒载”“不扫码不能进站
乘车”成为普遍的现实，很多中老
年人感受到了科技发展的另一面
模样。

“会不会数字货币也成为强
势支付手段，又要学习下载和使
用新的 APP。刚学明白微信，又
要学新的 APP，还是喜欢用现
金。”一位老年用户告诉记者。

虽然数字货币不会在短期内
取代现金，但是部分消费者的担忧
不无道理。越来越多的餐厅要求
顾客必须扫码点餐，出租车司机几
乎没有人带零钱找零，不会使用或
者拒绝使用智能化设备，带来的结
果就是和时代越拉越远。

或许在数字货币初生之时这
个探讨为时尚早，但在基础设施
建设与老龄化社会并行，在商业
化的同时兼顾中老年人群体、降
低其使用门槛，不只是科技企业
所面对的艰深课题，更是全社会
共同探索的方向。 （侯潇怡）

5万人收到了大红包

数字人民币可以消费了 微信支付宝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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