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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超

本报讯 近日，河南体彩平顶山
分中心组织包括代销者、媒体在内
的体彩观摩团奔赴北京，共同观看
体彩开奖全过程，见证体彩超级大
乐透千万大奖产生，现场感受阳光
体彩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当天晚上 8 时许，观摩团来到
北京市丰台区体育彩票演播制作中
心。经过安检，大家有序进入演播
大厅，认真观看了体彩开奖宣传视
频，了解体彩的发展历程、体彩公益
金的用途、体彩摇奖设备等。据介
绍，开奖分现场准备、数据封存、现
场摇奖、记奖及记奖验证、信息发布
五大流程。在有奖问答环节，大家
积极答题，现场气氛热烈。

9时 28分，正式开奖。在公证
人员的全程公证下，主持人启动按
钮，一个个小球在摇奖机内快速转
动，然后依次摇出。当晚，分别开出
了第 24217 期排列 3 和排列 5、第
24094期超级大乐透三项大奖。值
得一提的是，排列 3开出了难得一
见的“111”三连号。开奖结束后，现
场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发放了开奖参
观监督证书。

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开奖过程
给观摩团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是第
一次现场观看体彩开奖，对体彩有

了更直观的感受，对阳光体彩充满
信心。”代销者杨超说。

贾岗华和爱人在我市湛河区荆
山路与农科路交叉口附近开了一家
体彩店。开奖刚结束，贾岗华就收
到店员的消息，有彩民中了50注排
列3直选，奖金52000元。“虽然不是
自己中奖，但心里还是很激动。”贾
岗华说。

观摩团还来到了位于北京市大
兴区的中体彩印务园区，零距离参
观彩票的生产过程。一楼二楼是即
开型彩票生产车间，100余种即开彩
票样品依次摆放，十几台丹麦进口
的大型印刷机嗡嗡作响。不远处，
十几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将一款名为

“火凤凰”的即开彩票裁剪、包装。
三楼的热敏纸彩票生产车间内，工
人们按照各省的需求分批印刷，规
范的印刷流程让大家赞叹不已。

“我们全部采用自动化印刷，不
断提升印刷质量和安全性能，两种
彩票每天都能生产二三百卷，每卷
长7000米，满足彩民不同需求。”园
区工作人员介绍。

据悉，截至8月18日，中国体育
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8448.13亿元，
本年度已筹集公益金 615.93 亿元，
发起的“微光行动”已累计落地1350
个项目，包括快乐操场、全民健身、
公益助学等。

鹰城观摩团赴京见证体彩开奖

近日，工行平顶山分行工作人员
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民广场向
群众宣传防范电信诈骗知识。

按照市公安局反电信诈骗中心
安排，该行工作人员利用宣传展板、
折页、海报等对来往群众进行现场讲
解，宣传防诈知识，揭露诈骗手法，提
醒大家警惕诈骗陷阱。特别针对老

年人、农民工、妇女和青少年等易受
骗群体，工作人员重点讲解校园贷、
网络兼职刷单、话费等优惠充值类诈
骗方式的特点、危害及作案手段，引
导群众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官方政
务号，提高对诈骗的辨别能力与防范
意识，谨防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成
为电诈“工具人”。 汪子涵 摄

防诈宣传入人心

□本报记者 张秀玲

年轻女孩拨弄着算盘，清理账目。
柜员一手握钞一手点钞。
彩车在大街上慢行，彩旗飘飘，车

前大块版面写着“欢迎您到工商银行
存款”。

工行平顶山分行成立后设置的第
一个户外标识——“工商银行”，立于
门头之上，格外醒目。

…………
8月 17日，走进市区位于开源路

的工行平顶山分行党委党校行史馆
内，一张张老照片把记者带入了上世
纪平顶山金融界的时光。

蓬勃崛起 迅速发展

当天，退休前任工行平顶山分行
副行长的78岁的郭桂元、工行平顶山
分行离退休服务中心主任薛自愿饱含
深情地向记者讲述了工行平顶山分行
的历史。

中国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于1984
年 1月成立。当时名为中国工商银行
平顶山市支行，与人行平顶山市支行
合署办公，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资金分开、两套账务”的过渡办法。

1985年 1月 1日，工行平顶山市支
行与人行平顶山市支行正式分设，成
为独立专业银行。支行内设机构有14
个科室和信托公司，下设 12 个支行
（办事处）。

接下来，该行发展迅速。不仅有
临汝县、襄城县两个支行，陆续又有了
房地产信贷业务部、国际业务部等。

1992年，市政府同意中国工商银
行平顶山市支行更名为“中国工商银
行平顶山分行”，所辖办事处同时更名
为支行。

1996年底，工行平顶山分行全辖
营业机构达到228个，包括15个支行、
营业部、国际业务部、房地产信贷部、
牡丹卡业务部及各分理处、储蓄所。
此时，营业机构数量是最多的。

此后，随着襄城县划转许昌，
科学技术的发展，分理处、储蓄所、支
行撤并，截至目前，该行分支机构有
38个。

伴随着机构数量的减少，剧增的
是金融科技。

薛自愿给记者了两本书，分别是
《永镌的记忆工行老同志口述历史》
《河南工行记忆——老同志口述历史
文集》。书中两位老工行人讲述的两
个故事令人感慨万千。

坚毅前行 见证历史

张延信（2024年7月 10日去世），
1990年 11月退休，原任职于工行平顶
山分行舞钢支行院岭办事处。

干了一辈子金融，让他最难忘的
就是那根油光发亮的扁担。20世纪
50年代，下乡运钞全靠肩挑。张延信
就是挑着这根扁担，当上了河南省的

劳动模范。
张延信1951年参加工作，从事金

融行业。1953 年，全国搞统购统销，
为了保证农民卖余粮及时得到现款，
舞阳县人民银行组织了“运款队”，当
时条件不好，运款只能靠扁担挑。张
延信和行里另外两名同志分包舞阳
县南部山区的尚店区和尹集区（现辖
属舞钢市），这两个区离县银行至少
有30公里，都是山路，崎岖不平。当
时的人民币一万元票面相当于现在
的一元，每人挑两捆，相当于现在的
50多万元。

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田间地头
都挖有井，由于南部山区地下水位深，
许多打不出水的井就成了废井，冬天
长时间下大雪，井口被雪覆盖，弄不好
就会连人带钱全部掉进去。张延信的
运钞小组想了个办法，把钱用布袋捆
好，背在肩膀上，把扁担横绑在腰间。
这样即使不小心踏空，有扁担架在井
口上就不会掉下去。

几十公里的山路，得走一天才能
到区里，路上走饿了就啃一口自带的
干粮，渴了喝一口河沟里的水或化一
把雪。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凭
着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张延信和同事
成功完成任务。

1954年，县人民银行有了自行车，
运钞省劲多了。从张延信老人挑钱变
成了车载现金，后来又有了电脑储蓄，
网上转账，再不用带着大笔现金跑单

位、跑家庭了。
朱宝才（已去世），2007年退休，

原为工行平顶山分行火车站支行副行
长，他亲历了该分行第一个电脑储蓄
所开业。

据朱宝才生前回忆，1990年 5月
中旬，分行储蓄科科长葛志国、科技科
科长藏玉恒，到火车站办事处找到相
关人员，研究上第一个电脑储蓄所的
相关事宜。葛志国说，全行的储蓄所
都是手工操作，太慢，市行有个计划，
要在全行的储蓄所逐步上机，改为电
脑储蓄所，但现在电脑不多，各办事处
只能选一个业务量大的储蓄所先上，
以后逐步推开，后确定选定工农路分
理处。接着，安装机器、业务培训，并
把所有账目核对准确无误，保证上机
一次成功。

1990年6月1日，那是一个激动人
心的日子，工行平顶山分行第一个电
脑储蓄所在火车站办事处开业。分理
处门楣上方挂着“热烈祝贺电脑储蓄
所开业”的横幅，门口摆放着有关电脑
储蓄业务知识的宣传板，彩旗招展，数
十位群众驻足观看，很多储户涌入所
内体验电脑办理银行业务。

工行平顶山分行经过 40年的快
速发展，通过科技赋能，电话银行、手
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助银行、网点自
助智能设备已成为客户的首选，亿万
元的资金动动手指就秒到世界各地，
肩挑现金已成历史。

从肩挑现钞到手指一点亿万元到账

根据中国金融百科全书，金融意为“资金融通”。
几十年来，平顶山金融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金融的光照亮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商业活动作为社会经济的基石，也是一种金融行为，每一次交易都是对未来价值的一次预判和承诺。
即日起，本版开设《追寻鹰城金融印记》专栏，讲述平顶山的金融故事，展现我市银行业、保险业、商业的发展

历程和一代又一代人的奋进拼搏。

鹰城金融印记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