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五阳

8 月 27 日，市区中兴路湛河
桥南侧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平顶山分行（以下简称建行
平顶山分行）资料室内，该行工作
人员张先生从资料箱里搬出一沓
沓泛黄的老照片，一张张小心擦
拭着。他说，这些老照片，不仅是
40余年来该行与鹰城携手同行的
证明，也是鹰城蓬勃发展的见证。

因“建设”而起、向“建设”而
生的中国建设银行，为更好地服
务以煤兴市、以煤成名的平顶山，
1978年12月22日，经平顶山市委
批准成立煤炭专业支行，这也是
建行平顶山分行的第一个支行。

因“煤”而生
煤炭专业支行成立

建行平顶山分行业务副经理
乔学伟说，平顶山是全国主要的
煤炭基地之一，煤炭储量大、煤质
好。为更好地为煤炭建设服务，
煤炭专业支行成立并专门负责管
理矿区建设资金，成为分行重要
的支行之一。

在建行平顶山分行资料室，
各类“大事记”和老照片等历史资
料装满了好几个大箱子。“大事记”
全部手写，微微泛黄的纸页，极具
历史感。随着一页页“大事记”被
翻开，一张张老照片被拿起，一幕
幕有着时代滤镜的“老电影”，从今
年已80多岁、曾任煤炭专业支行
行长的李增有口中娓娓道来。

李增有说，煤炭专业支行所

在地距离我市各大矿区较远，当
时全行仅有一辆自行车，大家挎
包里装上水和干粮，步行跨越半
个城市是常有的事。“下井是我们
支行同志的基本技能。”李增有笑
着说，为准确掌握工程进度，他们
会在矿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到深
达千米的井下工地，“井下缺氧，
温度高，很多同志呼吸都困难，但
硬是用皮尺一米一米地测量出施
工进度。”

一次次下井，大家的脸上满
是煤灰和汗水。他们严格执行

“四按”拨款原则，多层次全方位
管理矿区项目建设资金，节约了
国家投资、落实了计划投资，也保
证了各项目顺利完成。

保障“建设”
一点一滴来之不易

1991年上半年，当时的矿务局
基建资金账户余额仅有600元，工
程价款无法结算。时任建行平顶
山分行的多位领导踏上开往北京
总行的列车，并向上级行申请短
期贷款解决资金暂时不到位的问
题。当年11月，时任建行平顶山
分行行长的王刚亲自带队到省分
行汇报，向舞阳铁钢公司拆借资
金2752万元，保证了重点工程的
正常施工。

乔学伟说，正因为各支行同
志的执着与热情，才向鹰城交出
了满意答卷。

1987年至1992年底，该行储蓄
余额达8025.6万元，一般性存款达
1.69亿元，居全辖区同级行之首。

1985年到 1993年，建行平顶
山分行积极响应号召，对重点建
设项目实行倾斜政策，对矿区经
办贷款82400万元。

2017 年，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将建行平顶山分行评为“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最信任托管人”。

2018年，建行平顶山分行承办
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市场化债转
股项目实现投放，首期基金55.02
亿元成功到账，建行平顶山分行列
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董事会。

善建者行
迈入发展新征程

近年来，建行平顶山分行在
省分行的正确领导下，迈进高速发
展新征程。目前，建行平顶山分行
拥有27个支行、35个对外营业机
构，本部有9个职能部门、6个业务
中心和1个驻行纪检组。

在人才方面，建行平顶山分
行启用高学历年轻人才，目前在职
员工735人，平均年龄42.74岁，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64.49%。

“前段时间，我们开展了‘奋进
七十载 同心向未来’行史故事会。
年轻同志听完老一代建行人的故
事，都非常感动。”乔学伟说，老一
代建行人“金融报国、金融为民、金
融向善”的信念和多年的工作经
验，都是宝贵的财富，通过行史故
事会，当代建行人更加斗志昂扬。

乔学伟说，善建者行，成其久
远。建行平顶山分行将始终秉承
服务国家建设、造福国计民生的初
心，与鹰城双向奔赴，携手共成长。

建行平顶山分行：

因“煤”而生 见证鹰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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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农行平顶山
分行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步伐，
不断探索数字金融新模式。

该行把掌银作为数字化经营
主阵地，加快数字平台建设推广，
做大掌银流量规模，巩固网点、场
景、活动等传统服务模式，推动掌
银、微银行、移动PAD、营业网点
等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协同发展，
实现信息共享、数据贯通，打造立
体式、一体化的全渠道客户服务
体系，提供从“金融”到“生态”全

方位线上线下服务。截至7月末，
该行掌银月活客户52.26万户，较
年初增长3.93万户；掌银注册客户
124.06万户，较年初增长6.13万户。

同时，该行强化线上金融服
务供给，不断提升“三农”及小微
企业服务能力。打造掌银“乡村
版”，为县域用户提供专属服务，将
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该行在
个人掌银、企业掌银等渠道上线

“微捷贷”“抵押e贷”等多品类融
资产品，精准满足小微企业融资

需求，赋能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该行不断丰富适老化

服务内容，构建“银发”客群线上
服务体系，推出掌银“大字版”，精
简功能、便捷交互，支持语音播报
等无障碍功能，提升“银发”客群
的使用体验。

下一步，该行将不断深化数
字化转型，持续丰富各类金融产
品、构建多样场景生态，全面打造
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数字金融服
务生态体系。（王宇飞 张秀玲）

农行平顶山分行为数字金融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讯 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2023年度全国性金融机构服务
乡村振兴考核评估中，建设银行再次获评最高
等级——优秀档。自该项考核评估工作正式开
展3年以来，建设银行每年都获评“优秀”。

围绕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
银行创新特色模式，加大金融支持力度。2023
年末，涉农贷款增速27.11%，高出全行贷款平均
增速13个百分点，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加强粮食安全金融服务，打造特色服务模
式。构建“一个品牌+系列行动”的粮食安全金
融服务体系，创新“种业贷”“高标准农田贷款”
等产品，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系统化、综合化金
融服务。

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助力农企发展和农民
增收。推广“裕农贷款”“乡村振兴贷”两大产品
包，打造奶业、蛋鸡、食用菌等产业链生态场景，
推出“裕农市场”“裕农合作”等服务模式，助力
打通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环节。

加大乡村建设支持力度。支持水、电、路、
桥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服务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做好教育、医疗、养老
等金融服务，帮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

助力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完善“裕农通”平
台功能，将金融服务重心下沉至乡村。创新农
村集体经济服务模式，搭建“农村集体三资监
管”“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激活农村资产价
值。 （乔学伟）

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

建行连续3年获评“优秀”

鹰城金融印记追寻

挽臂献真情

8 月 22 日，工行平顶山
分行组织“无偿献血奉献爱
心”活动，青年员工志愿者
踊跃参与。

据悉，集中无偿献血是
该行连续 16 年来坚持组织
的学雷锋志愿活动。当天，
该 行 的 15 名 员 工 共 献 血
6000毫升。 汪子涵 摄

建行平顶山分行网点营业厅旧照

老一代建行人翻看老照片 建行供图

市民早年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结账

本报记者 张五阳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