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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由市银保监分局主办，市保险
行业协会承办的广元银行业保险业清廉
金融文化建设专题讲座暨警示教育活动
在中国人寿广元市分公司会议室成功举
办。市银保监分局和保险行业协会全体
干部职工，全市各银行保险机构主要负责
人、纪检负责人参加活动。此次活动分为
观看警示教育片、开展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专题讲座、《民法典》培训三个环节，进一
步震撼了银行保险机构高管的心灵，积极
推动了广元金融清廉文化建设。

活动由时长半小时的警示教育片拉
开帷幕。警示教育片通过违纪违法人员现
身忏悔，揭示他们忘记初心、丧失理想、堕
落腐化的过程；通过纪委办案人员以案说
法，深刻剖析违纪违法人员私欲膨胀、贪污
腐败的思想根源。案例中违纪违法人员从
意气风发的领导干部到丧失自由的阶下囚
的蜕变过程，触目惊心、催人警醒，警示党
员干部们要时刻叩问初心、勿失信仰，为参
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警示课。

观看警示片环节结束后，市银保监

分局特邀市监委委员杜先勇作了题为
《知法纪 守底线 廉洁经营 高质量监管
坚决防控金融风险》的专题讲座。杜先
勇结合自身的办案经历，从全面从严治
党、坚守底线、分清是非、顺应时代四个
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结合广元
实际，阐述了建设清廉金融文化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该讲座受到参会人员的一
致好评，课堂上响起一阵又一阵掌声。

活动最后，四川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君专题讲解了《民法典》，她系统地讲述

了《民法典》的编纂历程、内容体系、价值
意义、亮点内容等，生动地讲解了与公民
生活和银行业、保险业息息相关的法律条
文，帮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民法典》。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全市银行保
险机构高管的清廉意识，为营造合规、公
开、为民、清廉、诚信的金融文化氛围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下一步，市银保
监分局将以此为契机，强有力地推进清
廉文化建设，为广元银行业保险业高质
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王伯韬 刘琼）

为全力做好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流通发行准备工作，农业银行四
川广元分行组织员工认真学习、宣传新版人民币防伪知识，向广大市民介绍人民
币流通相关知识，并有序向市民兑换新版人民币。

（苏云莹 卢晓宏 摄）

2015年的重阳节，昭化区双龙村一
户斑驳的农家小院，年过古稀的沈洪恩
夫妇站在入户路口，用期盼的眼神凝望
着村口那条泥泞的小路。突然，两人蹒
跚地起身，迎向那个熟悉的身影。

“老人家，我来看你们啰，我上回说
了的，不要接，我自己过来。”那熟悉而又
陌生的贵阳口音回荡在这个小院。老人
连忙拿出煮好的鸡蛋：“管家娃子，趁热
吃！”患精神病 20多年的儿子站在新建
的鸡舍旁痴痴嚷着：“管家哥子，嗨起吃，
管够！”逗笑了闻讯而来的其他村民。

夕阳暖暖地照在众人脸上，也播洒
在双龙村“贡米、养牛、养猪”产业合作
社的窗口。那个操着一口贵阳口音的

“管家娃子”，正是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钜野。

“老人家，虽然我不会养猪放牛，也
不会收瓜种菜，但是我是一名共产党
员，是一名银行企业管理者，我会用我
的方式，把党和国家赋予我的任务落实
好。你放心，你们村的事，我们贵商人
管；你们家的事，我管。”那浓厚的贵阳
口音一响便在双龙村回荡了整整5年。

沈洪恩夫妇是昭化区文村乡双龙
村的贫困户，老两口 70多岁了，几十年
来靠种玉米、蔬菜、豆子等农作物维持
生活。他们有一个患精神病 20多年的
儿子，今年 48岁，每天都要靠吃药控制
病情，儿媳在外地打工，每年很少回
来。唯一的孙子在成都读书。

2016年初，沈洪恩夫妇一家成为刘
钜野的帮扶对象。如何帮扶这家人？
刘钜野一时也理不出什么头绪，每次去
帮扶的时候总是送点米或油什么的。
时间久了，刘钜野感到这样送下去也不
是办法。

一次，听沈洪恩夫妇讲，早些年的时
候，他们养了5头猪，但遗憾的是，5头猪
不小心吃了一种有毒的草，全死了，倒赔
不少，从此，老两口再也不敢养猪了。听
到这事，刘钜野记在心头。刘钜野给老
两口说，你们养鸡吧，养鸡成本小，即使
亏也亏不了多少。说干就干，刘钜野马
上拿出 3000元钱，让老两口去买鸡苗。
刘钜野不懂养鸡，为了让老两口科学养
鸡，他专门咨询了一些村上懂行的人。
懂行的人告诉他一些养鸡的门道，例如，
养鸡不能买刚孵化出来的小鸡，要等小
鸡长到15天左右才能买来养，这样成活
率才会高，长得也快。一个月后，刘钜野
又去看望老两口，发现他们养的鸡活蹦
乱跳，满山遍野地跑，一只也没有少，于
是欣慰地笑了。后来，老两口把养大的
鸡卖了，赚了近1万元。

为了让老两口能够有持续稳定的
收入，刘钜野又帮助他们贷款3万元，让
他们入股了当地的一家养牛专业合作
社。这种贷款采取财政贴息，贷款由合
作社偿还，每年还给老两口6%的分红，
这样算下来，老两口几乎不用做什么，
每年就有1800元的纯收入。

刘钜野是贵商银行的党委书记、董
事长，他不但要管沈洪恩夫妇这一“小
家”，还要管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定点帮

扶的昭化区文村乡双龙村这个“大家”。
2015年中秋节，当接到市委市政府

下达的精准扶贫结对帮扶任务后，刘钜
野第一时间要求全体班子成员立刻对
一对一帮扶家庭进行全面走访。在有
人抱怨结对帮扶后难得有回家机会时，
他坚定地要求，我们要把帮扶村当做自
己的故乡，要把当地群众当成自己“老
家人”！

从此，在这幅员面积 6.8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总有贵商人的身影行走于阡
陌之间，总有刘钜野的一口贵阳口音回
荡在田埂之上。

如何完成扶贫任务，带领全村群众
实现永久脱贫？刘钜野困惑过。

一次，他低头沉思在阡陌间，一位
熟知他的老农递给他一袋当地产的大
米，笑着说：“这是古时候朝廷的贡米，
你带回去尝一尝，这可是我们按照祖辈
的要求精耕细作种出来的。”“精耕细
作”这四个字在刘钜野的头脑中久久回
荡，一下点燃了他的“灵感”。

“精耕”是深挖每一寸土地，发挥每
一寸土地的价值，同样也是梳理出每一
个贫困户的实际情况，管理好每一家的
产业脱贫计划；“细作”是仔细收割稻
谷，萃取每一颗饱满的米粒，同样也是
对接好每一户的脱贫发展情况，落实好
每一个产业步骤。

他豁然开朗，精准扶贫不光是银行
帮扶农村，农村更能助推银行发展，“互
取长短，搭建农村和企业共同发展桥
梁”才是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精准扶贫
工作开展的正确思路！

星夜兼程，他迅速召集班子成员秉
烛夜谈，确立了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4
管 4变，以点带面，互惠互助”的扶贫工
作方针。

在他的带领下，总行对口帮扶的昭化
区文村乡双龙村、青川支行对口帮扶的青
溪镇和平村、朝天支行对口帮扶的朝天镇
锦屏村均已达到贫困县退出标准。

村民都笑称刘钜野这个“管家”厉
害，有扶贫产业发展的“千里眼”，还有
贫困户金融需求的“顺风耳”。

5年来，他亲力亲为，一遍又一遍
管遍精准扶贫的每一个工作环节，终于
实现了双龙村的脱贫巨变。

如今，双龙村早已不复往日的模
样，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家
家户户鸡犬相闻、热闹非凡。农业合作
社里，进进出出的人群满溢着笑脸，那
是对美好日子的真实回应；农民夜校
里，每夜都有群众在农技员的带领下学
习各类种养殖技术。

刘钜野这个贵阳汉子也成了双龙
村家家户户最爱的人，不管到了哪里，
都有朴实的村民把自家种的花生、瓜果
硬往他手里塞，上了年纪的老人还会坐
在院子里半开玩笑地对着他喊：“管家
娃子，莫客气，吃一口嘛！”

（张玉蓉）

“管家娃子”刘钜野
——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钜野的扶贫故事

近日，在利州广场，市中心血站的献
血车前排起了献血的长龙，多名银行保险
系统的干部职工早早就来到献血现场，填
表、检查、抽血……工作人员为他们认真
讲解献血知识，叮嘱献血之后的注意事
项，进行心理安慰，缓解紧张情绪，一切井
然有序。

紧随全市血液预警机制的启动，市
银保监分局向全市银行保险机构发出
了紧急献血的倡议。市保险行业协会
闻声而动，一场涉及全市所有银行、保
险机构的紧急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展起
来。通知、电话、微信、统计、联络……
所有的环节、所有的资源都立即调动起
来。很快，14家银行、保险机构，100余
人的献血报名资料传到了市保险行业
协会秘书处。

“看到无偿献血倡议书后，我开车
专程从旺苍赶过来参加献血活动。”献
血现场，富德生命人寿旺苍支公司负责
人谭晶一边撸起自己的袖子献血一边
介绍自己的献血经历。从 2016年首次
献血至今，他已经有连续 4年的无偿献
血史，累计献血量达到1600余毫升。

此次活动中，有 50名市银行保险
业员工来到现场，累计献血 12300 毫
升，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广元银行保险人
的责任和担当。

（王伯韬）

用“热血”点亮生命的曙光
我市银行保险机构踊跃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在人行成都分行指导下，人行广元
中支将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移动支付
村镇银行模式”试点工作作为开展支付
为民专项行动的重要抓手，通过发挥人
行分支机构在移动支付便民工程中组织
协调、指导促进的作用，充分激发村镇银
行的建设力量。自 7月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三季度拓展云
闪付新增用户 2568户，较去年同期增长
266.85%，试点工作成效初现。

针对村镇银行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
设中移动支付业务起步晚、进程慢、拓展
难等问题，人行成都分行、广元中支多次
深入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进行专题督导，
2019年以来累计走访督导广元市贵商村
镇银行移动支付受理场景建设 20余次，

涉及商户100余户，召开业务座谈会8次，
指导帮助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分析实际
业务发展中的症结所在，分析梳理村镇银
行的自身优势，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
路径，形成了依托村镇银行特有的机制优
势、业务特点、发展进程将落实移动支付
便民工程建设任务与自身业务发展有机
融合的试点工作思路。

7月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在人行广元
中支的组织协调下，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
通过三举措全面加快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
设进度。一是加快上下传导、畅通部门联
动。重新理顺了开展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
设的工作机制，建立了总行部署，互金部牵
头，个金部、三农部、科技部、办公室、财务
部、人力资源部协同配合的工作模式。二

是修订制度办法、精准激励考核。聚焦建
设任务核心指标，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及考
核激励办法，将建设任务精准分解至每一
个网点、每一名员工，通过正向激励的方
式，凝聚团队力量，投身建设任务。三是分
级培训辅导、全员赋能建设。通过“总行—
支行—网点”三层级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及
现场辅导工作，开展相关培训 10余次，人
均培训时长达 15小时，确保人人精通推广
引流技巧、全员合力加快建设进程。

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在试点工作中
从三方面实现了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与
自身业务发展的互促互进。一是弥补技术
短板。因尚未具备收单业务资质，自试点
工作开展以来该行拟通过通联支付加入银
联条码前置平台，实现自主商户拓展与管

理，参与收单市场拓展与竞争，截至当前该
合作协议正在商讨及审签流程中。二是联
动发卡业务。该行手机银行尚未上线，拟
在其中嵌入“一键绑卡”功能，实现云闪付
与村镇银行手机银行的双向引流。截至当
前，该行手机银行处于监管报备阶段，预计
2021年内实现有关功能，三季度云闪付单
项引流下发卡新增 6585张。三是巩固资
源优势。该行通过参与建设充分发挥村镇
银行贴近市场优势，将移动支付与助力复
工复产、促进消费提质增效、稳企业保就业
等形势结合，依托云闪付的推广工作，组织
开展惠民让利促销活动2期，补贴交易294
笔、补贴金额2.19万元、带动消费10.15万
元，有效发挥资源优势，巩固资金沉淀。

（何燕 梁爽玲）

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中的村镇银行力量
——人行广元中支“移动支付村镇银行模式”试点工作成效初显

10日上午，广元银保监分局负责人
一行，到农行广元分行督导金融支持复
工复产和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

会上，农行广元分行负责人汇报了
前三季度金融支持复工复产、助力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政策评估督导、政策监督
等工作情况。该行其他班子成员、参会
部门负责人分别作了补充汇报。

听取汇报过程中，广元银保监分局督
导组对广元农行工作中的亮点进行了点
评。督导组认为，广元农行政治站位高、
工作措施实、经营数据好、成效明显，充分

体现了国有大行的责任和担当。同时针
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六个进一步”要求：进
一步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
期还本付息政策等各项要求。严格按照
政府及监管部门要求，精准对接企业融资
需求，结合“百行进万企”“金融服务顾问
和蒲公英（小红帽）金融服务志愿者”活
动，做实做细金融政策宣讲，并通过贷后
调查、产品推介、现场宣传等方式，扩大政
策知晓面，提升政策覆盖面，确保“应延尽
延”；进一步深入整治违规收费和销售误
导行为。严格落实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

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要求，深入整治违规
收费和销售误导行为，在信贷、助贷、增信
等环节减轻企业负担，确保企业综合融资
成本明显降低；进一步履行好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主体责任。不断完善消保工作体制
机制，优化投诉处理流程，增强投诉现场处
理能力，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
加强贷款风险管理。有效识别信用风险，
真实反映信贷资产质量，全力化解信用风
险。特别要深入贯彻省银保监局关于扶
贫小额贷款相关要求，落实好政策、管控
好风险；进一步加强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

度。牢固树立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深
挖县域潜在资源，加大对县域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支持力度，加强县域涉农行业、

“三农”新业态、精准扶贫等产品创新，不
断提升县域行存贷比；进一步加强清廉金
融文化建设。“一把手”带头做好表率，不
断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政治
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廉洁纪律。同时，坚
决执行零物质往来铁律，共同构建好监管
部门与被监管单位和谐健康的“亲”“清”关
系，大力营造好廉政金融文化氛围。

（苏云莹）

广元银保监分局深入农行广元分行督导金融支持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