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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女性客户急匆匆走进农
业银行新安县洛新支行寻求帮助，表示
其母亲因生病急需购买药品，而她持母
亲的银行卡取款时忘记密码，多次尝试
后未成功，密码被锁定。

银行制度规定，重置密码需要核实
客户身份信息并进行人脸识别。支行
工作人员得知该客户母亲实际情况后
立刻登记其母亲的住址、电话，本着特
事特办原则，在下班后抓紧时间携带设
备上门，为其母亲顺利办理了密码重置

业务。
第二天，该客户到支行成功取款，解

了燃眉之急，在现场连声感谢服务人员：
“多亏了你们，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农
业银行的服务真好。”

该支行负责人表示，支行工作人员
将继续践行服务初心，不断拓展普惠金
融服务广度深度，切实把“想客户之所
想、急客户之所急”的理念融入日常服务
的每一个环节，为群众提供更有温度的
金融服务。 （农行宣）

农业银行新安县洛新支行：

携带设备上门“解码”贴心服务

自2023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代收代缴工
作启动以来，偃师农商银行积极行动，以“指尖
金融”全力延伸服务触角，践行服务“三农”初心
与使命，帮助群众体验更加便捷的综合服务。

“真是太方便了，动动手指的工夫，缴费
就完成了……”在该行服务人员帮助下完成
缴费的客户赵女士开心地说。

偃师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9 月
以来，偃师农商银行“双管齐下”，坚持传统服
务与线上宣传相结合，广泛开展缴费宣传，持
续扩大医保缴费服务覆盖面。

立足厅堂服务，通过设置宣传台、张贴宣
传海报，为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提供业务咨
询、柜台缴纳、实地指导等服务，提高代缴服
务的知悉度。

借助该行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朋友圈推
送缴纳通知，详细展示缴纳步骤，发布参保对
象、缴费时间、缴费标准等重要信息，让客户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指尖金融”综合服务模
式带来的便利。

发挥流动服务优势，结合整村授信、“河
洛e贷”、电子渠道业务拓展等工作，采取“走
出去”方式，用好流动服务车，组织服务人员
进村入户，面对面、手把手指导群众操作，全
力以赴推动代缴服务再上新台阶。

下一步，偃师农商银行将以“医保代
缴”为契机，深度延伸“指尖金融”服务触
角，通过一项项便民惠民举措加速提升综
合服务水平。 （王江霞）

偃师农商银行：

“指尖金融”
赋能便民服务

今年以来，洛阳农商银行营业部以企业
需求为导向，以精准服务“专精特新”企业为
目标，以地方经济发展排头兵、高新技术企
业聚集地——产业园区为重点，积极做好银
企对接，走出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
新路。

该行以恒生科技园、炎黄科技园为中心，
上门服务园区企业，针对有意向的企业开展快
速对接，与企业负责人及重要管理人员面谈，
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和现实需求，提供精准的金
融服务方案；深入了解园区规划、招商情况及

优惠政策等，结合实际情况为企业现场“把
脉”，为园区企业量身定制信贷产品7种，与15
家园区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切实满足企业融资
需求，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营业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金融服务
进产业园区活动，截至目前已为34家企业送
去金融“及时雨”，贷款金额 6000 余万元。
营业部将持续开展相关活动，尽可能将金融
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以高水平金融服务
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李磊）

洛阳农商银行营业部开展金融服务进产业园区活动

深入产业园区 服务“专精特新”

工行工行 温度

近年来，工商银行洛阳九都支行始终
将提升客户服务质量作为重点工作抓紧抓
好，努力以贴心服务打造暖心银行。

洛阳九都支行及下属二级支行服务人员

针对网点地处居民区、到柜台办理业务的老
年客户较多、老年客户不熟悉自助设备使用
等实际情况，优化服务细节，打造暖心银行。
近期，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年客户来二级支行

白马支行办理业务，服务人员主动搀扶该客
户来到柜台前引导其办理，做好全流程保障，
得到客户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洛阳九都支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工行服务提质的排头兵，未来，该支行将继
续从细节出发，抓好为民服务，提升客户服
务体验，擦亮暖心银行名片，当好客户身边
可信赖的银行。 （丁萌）

工商银行洛阳九都支行：

用心服务客户 打造暖心银行

“鲜甜可口，颗粒饱满”“家人们，关
注有好礼”“把‘划算’两个字打在屏幕
上”……日前，在偃师区岳滩镇电商孵
化基地内，直播电商主播杨希希手捧鲜
食玉米，一句句情绪饱满的直播话术，
引来一条条客户订单信息持续刷屏。

无独有偶。在同一层的另一个直
播间内，一张张裴氏拓印墨香四溢，尽
显古风雅韵。作为省级非遗项目，裴氏
拓印“酒香不怕巷子深”，单价上万元的
高端拓片，通过电商直播一天销量可有
数十单！

眼前的一幕幕，正在岳滩镇电商孵
化基地一天天上演。在偃师“80后”返
乡乡贤李鹏的带领下，57名电商主播聚
集在 3300 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正冲刺
亿元年销售额大关！

说起李鹏，他可是当地人眼中的
“直播达人”。

2017 年，李鹏回到偃师区岳滩镇
岳滩村创业，利用在外地线上销售家具
的经验，帮助乡亲们销售红薯、布鞋等
土特产。

一开始，当地村民对他并未寄予多
大厚望。谁承想，仅一年时间，李鹏就
在淘宝、拼多多等平台上铺开 4 家店
铺，日均发货量数万单，将小“乡货”做

成了大生意！
去年以来，瞄准“新媒体”“短视频”

的风口，偃师区大力推行“百村万人造
星计划”，培养农村直播带货、直播营
销、直播宣传等一系列人才，探索“农民
当主播，手机变农具，直播成农活”的

“新三农”工作模式。
身边越来越多人有兴趣加入直播

队伍，这让李鹏看到做大直播事业的机
遇。“何不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带动
大家一起‘掘金’电商？”李鹏说。

去年，李鹏设立河南云梦李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3000 万元建设岳
滩镇电商孵化基地项目。从全新的直
播服务大楼到实体产品展示大厅，从手
把手教授直播技巧到供货源、给场地，

企业提供“一条龙”电商服务，让直播企
业和个体户实现“拎包入住”。如此低
门槛的进驻标准，让不少本土直播能人
怦然心动。

眼下，基地已进驻电商团队 6 家。
从偃师区的三轮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
布鞋，到周边县区的银条、香料、金花
葵、拓片等特色产品，10余个爆款商品
涵盖农机、食品、工艺品等品类，今年以
来基地实现 4000 多万元销售额，正全
力冲刺亿元年销售额大关！

“3000 万元对于我来说不是个小
数目，但让更多人加入直播助农的队
伍，这笔钱‘花得值’！”李鹏话语坚定。

一根网线、一台电脑，连接了城与
乡，畅通了产与销。从“直播达人”变
身为农村发展“领头羊”，李鹏乘着

“电商＋助农”的东风，大大拓宽了群
众的增收致富路，为产业振兴插上了

“云翅膀”。
洛报融媒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王

雷 文/图

偃师区岳滩镇电商孵化基地项目吸引57名主播进驻，冲刺亿元年销售额大关

孵化新主播“乡货”触网俏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王博东 通讯员 孙浩洋 李
帆 耿华）近日，在第七届“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赛上，洛
阳采方本草医药技术研究院参赛的“药食同源 新派膏
方”项目在全省青年双创组荣获三等奖。

第七届“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赛全省决赛于9月25
日、26日在郑州举行。大赛以“澎湃发展动力 助力中原
出彩”为主题，分为制造业组、服务业组、青年双创组3个
组别。经层层选拔，全省涵盖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新材
料、文旅创意、食品加工等领域的129个项目进行现场比
拼，各组分别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大赛组委会对获奖项目颁发奖杯和证书，给予相应
奖励，并将协助提供创业场地、创业辅导、媒体宣传、资本
对接等扶持服务，助力优秀项目的成长和发展。我市人
社部门也将积极协调，对获奖项目适当放宽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条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我市一项目
在全省双创大赛中获奖

直播带货

劳动创造幸福 奋斗开创未来

本报讯（洛报融媒见习记者 周欣然 记者 王博东
通讯员 马妍莉 张建华 贺新艳）距离今冬正式供热的日
子越来越近，日前，主城区几家热企陆续公布供热前打压
试水时间表。请市民留意所在小区打压试水时间，若打
压试水后发现跑冒滴漏，请及时报修。

洛阳暖鑫热力有限公司的打压试水工作将自10月
14日起在所辖小区陆续开展。届时，他们会将“供热管
家”的电话张贴在小区每个单元门口，居民家中采暖设施
若出现跑冒滴漏现象，可呼叫“供热管家”上门服务。

洛阳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已于10月7日开始对所辖
小区陆续实施供热充水冷运行。除公布时间的小区外，
未提及的小区由于系统处于带压补水状态，不需要再安排
打压试水。个别情况特殊小区以具体张贴通知时间为准。

洛阳北控水务集团新区热力分公司于 9 月 18 日开
始对辖区直管小区进行冷水试运行。“供暖小管家”提前
在小区张贴具体试水时间，居民可注意查看相关通知。

洛阳高新热力有限公司将自10月27日起陆续打压
试水。该公司现已完成市政
一次网充水工作，并对已完
成检修的设施进行“回头
看”，以确保采暖期供热设施
安全平稳运行。

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
各热企服务和报修电话：

暖鑫热力 9618819
洛阳热力 63005678
新区热力 9618966
高新热力 64331318

若发现跑冒滴漏请及时报修

我市供热企业公布
打压试水时间表

扫码查看各热企打压
试水时间表，并了解注意
事项

近年来，露营等休闲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时尚。洛阳南
山牡丹文化园助力洛阳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利用良好生
态资源打造露营地，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亲近自然，交流
休闲。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吉路瑶 李静娜 摄

眼下正是石榴丰收的
季节。昨日，在孟津区小
浪底镇石门村石榴种植园
内，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
头、香气四溢，采收工人
穿梭在石榴树间，采摘、
搬运、分装，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近年来，小浪底镇石
门村把突尼斯软籽石榴作
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来
抓，采取“合作社+农户”的
经营模式，先后从省农科
院引进突尼斯、泰山红、红
如意、红光等4种软籽石榴
品种，种植面积1000多亩，
2015年取得国家绿色食品
认 证 ， 2021 年 注 册 使 用

“小浪底”商标。目前，石
门村的千余亩软籽石榴正
值盛果期，每棵石榴树产
量 40 斤到 50 斤，亩产 2000
斤到3000 斤，亩均收入1.5
万元以上。

郑占波 谢计超 摄

获丰收
采摘正当时

石榴石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