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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工行 温度

近期，工商银行洛阳分行围绕服务乡
村振兴持续发力，聚焦农村特色产业发展
需求，持续推广“种植e贷”，为300余户农
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他涉农组织迅
速送上“真金白银”。截至目前，该行“种植
e贷”贷款余额达2.26亿元，2024年以来贷
款增量位列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第一。

全面推广优质产品，满足产业发展需

求。该行将“种植e贷”作为推进普惠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产品，召开普惠金融
乡村振兴业务旺季营销推动会与产品培训
会，引导服务人员掌握土地权属、种植规
模、农业保险等涉农数据信息，结合农作物
生长周期内各环节的资金需求，及时跟进
提供服务，上下联动，层层落实，不断扩大

“种植e贷”覆盖面，目前已成功备案小麦、

玉米、红薯、葡萄、草莓、丹参、花椒、白芍、
酥梨等30类农作物、经济类作物及中药材。

深化对接合作关系，全面赋能乡村振
兴。该行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门的合作
关系，分析研判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政
策信息、行业动态等，积极支持伊川县10万
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为21
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或种植的农户发放

“种植e贷”，推动特色农业实现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发展。

下一步，该行将加速推广“种植e贷”，
多管齐下提供及时、高效、优质的金融服
务，有效解决普通农户、土地承包户的资金
需求难题，推动“种植e贷”成为乡村特色产
业发展“强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
金融动能。 （许小琰）

工商银行洛阳分行“种植e贷”贷款增量位列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第一

“种植e贷”兴产业“金融引擎”促振兴
2月16日，正值春节假期，农业银行洛阳

分行伊川水寨分理处依然按时开门，迎接众
多客户进门办理业务。

下午，一名客户走进分理处，询问是否有
轮椅。分理处服务人员主动询问得知，该客
户父亲想亲自到柜台办理业务，但腿脚不方
便，也不愿意让子女代办。

服务人员立刻推出网点配备的轮椅供客
户父亲使用。老人乘坐轮椅来到柜台，但不
能正常握笔签字。服务人员又向老人及老人
家属介绍可以按指纹代替签名，引导老人顺
利办理业务，得到老人和老人家属的感谢：

“服务真好，解决了大问题！”
分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尽可能向

广大客户提供周到、便捷的优质服务，分理
处春节期间周密安排，着眼细节完善服务
流程，保证服务质量，及时为特殊客户提供
帮助，全力践行“客户至上，始终如一”的服
务理念。未来，分理处将引导每一名员工
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宗旨，热心服
务好每一位客户，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贴
心银行。

（农行宣）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伊川水寨
分理处：

着眼细节优服务
农行春风暖意浓

春节期间，建设银行洛阳分行广大服
务人员提前周密安排，积极主动服务，与客
户保持密切联系，以多项举措保证服务随
时在线，为客户送上专业、便捷、优质的金
融服务和浓浓新春祝福。

及时解答客户疑问。该行服务人员通
过电话、微信及时解答客户咨询，抓住春节

期间人员返乡有利契机，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中药材种植户等详细介绍不同产品
特点，为客户量身定制服务方案，带动不少
客户主动加入宣传推介建行产品的行列。

精心开展延伸服务。该行服务人员认
真研判部分青年创业项目贷款申请，结合市
场行情给出创业建议，提醒申请者注意规避

风险；及时为创业者发送前沿行业信息，推
动更多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落地。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该行服务人员针
对农村居民咨询较多的特色产业金融政策、
贷款条件、贷款测额、服务点交费等事宜进
行整理归纳，编辑发送问答集锦，方便农村
居民及时了解；主动掌握农村产业发展现

状，努力成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金融
专业人才，推动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下一步，该行将围绕服务点建设、裕农
信贷业务、传统服务与金融创新统筹发展
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以“热辣滚烫”的金
融支持助力洛阳不断迈上发展新台阶。

（张三亮）

建设银行洛阳分行：

春节服务“一直在线”金融支持“热辣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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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安县2024年春风行动”专项服务活动在新
安县体育场举行。结合现场活动，新安县人社局联合洛
阳日报社在活动现场开展工伤预防宣传，通过现场解答
咨询、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让求职者更
直观地了解工伤预防相关知识，提升企业职工的安全意
识。“招聘会现场既有企业，也有应聘人员，在此开展工
伤预防宣传，既能为即将入职的职工普及安全知识，又
能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取得‘双赢’的效果。”新安县人社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史雁军/文 朱剑达/图

春风行动送温暖
工伤预防保平安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周晏至）昨
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根据
投票结果，22个项目入围终评，洛阳苏羊遗址榜上有名。

苏羊遗址位于宜阳县张坞镇苏羊村西部、下村南
部，面积约63万平方米。自2021年至今，洛阳市考古研
究院联合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对这里进行连续性主动考
古发掘，这是洛阳地区近20年来首次系统性、连续性、科
学性开展的新石器遗址考古项目。作为“考古中国——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重大项目，目前，该遗址发掘
面积共计1800平方米，发现有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的遗
存，其中以仰韶时期的为主。

在这里，考古人员陆续发现了地面铺“水泥”的房
子，绘有漩涡纹的彩陶纺轮，外形似熊头的兽首石雕，
粟、黍、水稻等植物遗存及相对完整的玉璧、玉璜、玉
钺……数十处房址、数百座灰坑、数以万计的遗物、大小
不一的各类墓葬等，将距今5800年至4100年的河洛先
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在大家面前。

“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
说明这里曾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洛阳市考
古研究院史前研究室主任任广介绍，结合考古发现基本
可以确定，苏羊遗址的时间跨度从仰韶文化早期一直延
续到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发展连续稳定，文
化谱系一脉相承，是河洛地区迄今发现延续时间最长的新
石器时代遗址。综合来看，苏羊遗址以仰韶文化为主，含
有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
文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等诸多因素，其文明交融范围之
广为研究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提供了新的材料。

苏羊遗址还发现了一处大型成人墓葬区，勘探发现
墓葬300余座，已发掘75座。“这一墓葬区可能是中原地
区迄今发现面积最大、墓葬数量最多的成人墓地，对研
究龙山时期的埋葬制度、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生产技术
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任广说，下一步，将重点寻找和
这片墓地相对应的龙山时期先民生产、生活的遗存。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初评结果揭晓

洛阳苏羊遗址入围终评

“新的一年，洛阳又要发生许多新变
化，我的剪报集也要添新彩喽！”近日，在
西工区凯旋路一家属院内，93岁的离休

干部杨宏保看着一叠新近收到的报纸，
喜上眉梢。

家事国事天下事，他事事关心
对于洛阳日新月异的变化，杨宏保

如数家珍。走进他的书房，角落里是待
剪的报纸，书桌上分门别类摆放着制作
完成的剪报集——自2015年开始剪报，
他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洛阳日报》

《洛阳晚报》《老年日报》等报纸中广泛取
材，至今已整理制作出111本主题剪报集。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脱贫攻坚奔
向小康路”“河洛大地勃勃生机 城乡巨
变日新月异”“科技尖端 国之重器”……
这些剪报集的内容，涉及治国理政、大国
外交、经济建设、交通运输、航空航天、重
大节庆、文化教育、城市新貌、乡村振兴
等方方面面。

“家事国事天下事，我事事都关心。
这些是我多年读报的收获。”杨宏保笑着
说，他最爱的剪报集，要数“非凡十年 洛
阳蝶变 新的征程 重振辉煌”和“行走河

南 读懂中国 非凡十年 出彩中原”这两
本，洛阳、河南 10 年来的变化均被收录
其中。

活到老、学到老，他初心不改
杨宏保缘何喜欢读书看报？这与他

早年的工作经历分不开。
杨宏保1948年参加工作，1952年光

荣入党，1954年被通知到当时的洛阳地
委党校学习。

“学习结束约一周后，我再次接到通
知，让我到党校报到。”杨宏保回忆说，但
这次是去教书授课。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杨宏保说，为
了备好每一堂课，他不断充实自己的文
化理论知识，常常看书至深夜，甚至得了
眼疾。16年的党校工作经历为他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使他养成了终身学
习的习惯。

发挥余热，他乐此不疲
今年，是杨宏保光荣在党第72年。

虽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但他活到
老、学到老，主动发挥余热。据了解，在
离休之初，杨宏保牵头组织 7 名离退休
党员编纂《洛河故县水库志》，共计52万
余字，该书填补了洛阳水利事业方面的
一项空白，并在出版次年获河南省优秀
志书一等奖。他还加入洛阳市老区建设
促进会，并义务服务 13 年。近年来，他
又积极剪报，制作的主题剪报集不断在
他的“老党员朋友圈”中传阅。

“这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很不错，我拿走看几天。”

“老杨，这是之前我借走的‘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期颐之年享
百岁 寿似南山不老松’主题剪报集，今
天还了。”

主题剪报集的读者越来越多，杨宏
保的干劲也越来越足！一把废弃的手术刀、
一台装订机、一把直尺、一副老花镜……在
日复一日地收集、裁剪、粘贴、装订中，杨
宏保收获着特别的幸福。

洛报融媒记者 谢娜娜 文/图

93岁老党员和他的111本主题剪报集

一店一味、一步一景……春节期
间，老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市
民、游客在品味历史文化、市井烟火气
的同时，也感受到“潮经济”的冲击。

在西大街，随处可见“城市漫步”
的年轻人，衣着时尚的他们与古香古
色的街区相映成趣。“整条街既传统又
时尚，很多新潮设计都贴近年轻人的
审美。”打卡西大街的“00后”游客赵一
博说。

“满满的儿时记忆，找到久违的年
味了。”在西大街一处年俗活动现场，
年画拓印、舞狮、糖画、面塑、泥塑、木
偶等展台一字排开，民间艺人的“绝
活”吸引众多游客围观，北京游客陈曦
说，赶年集、品民俗、看非遗，她感受到
了古街散发出的浓浓年味。

数据显示，正月初一至初八，老城区
历史文化街区客流量有200余万人次，
同比增长400%以上，营业额超5000万
元。寻忆年味、创新场景……春节期
间，街区爆发出商业活力和消费张力。

除了复刻“老洛阳”记忆，“潮”“新”
“酷”成为洛阳特色商业街区的新亮点。

走进广州市场步行街，外观时尚的
国潮店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夜幕降
临、霓虹亮起，步行街逐渐热闹起来，各

种吆喝声、音乐声不绝于耳，升腾的烟火
气散发出城市的活力。

“商户日营业额同比增长约 60%，

正月初一至初八，步行街客流量近 40
万人次，16岁至35岁消费者占80%，成
为街区消费的主力军……”翻开最近的

“人气报表”，广州市场步行街运营经理
牛程难掩兴奋，“春节假期，步行街营业
额超1600万元，同比增长40%，很多店
铺在就餐高峰期一桌难求。”

近年，我市倾力打造了一批特色
商业街区，通过新场景、新业态、新玩
法，带动消费回补升级。截至目前，
全市建成特色商业街区 65 条，其中包
括省级示范步行街 2 条、省级步行街
改造提升试点 1 条、市级“青年友好街
区”6 条。

“我市近日获得河南省特色商业街
区建设专项资金 1500 万元，将为街区
建设再添动力。”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高品质建设西工小街、
上海市场、铜驼暮雨、定鼎门南广场等
特色商业街区，差异化打造洛邑古城等
特色文旅消费集群，助力洛阳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

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通讯员 梁小
雨 石智卫 文/图

特色街区“潮经济”

当新年钟声敲响，此起彼伏的鞭
炮声传递着浓浓的年味儿和辞旧迎新
的喜悦。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洛阳医院伊滨院区肺病科三病区，
刚刚完成交接班的“00后”护士王亚萍
长舒一口气。巡检、出卡、配药、输液、
换药……除夕当天，她的手机显示步数
1.5万余步。接班护士王晴雅仔细撰写
并查看病例，确认没有异常后，与往常

一样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现在科室一共有13个病人，其中

3个是重症。”为确保患者安全，王晴雅
每隔半小时左右就要到病房巡查一遍，
仔细查看患者状态。

不 知 不 觉 ，时 间 到 了 早 晨 八 点
半。在会议室，医生们开始晨会，科室
主任高翔带领大家学习案例、研究病
例、集体会诊，这是他们每天雷打不动

的“日课”。
“我们科室一共有 5 名医生、7 名

护士，大家过年都不回家，轮流值守，
全力保障患者安全。”高翔是开封人，
除夕当晚，她抽空给父母打去视频电
话，诉说牵挂、送去祝福。

晨会结束后，护士长开始分配任
务，护士们再次开启陀螺模式，不停地
在护士站和各个病房之间穿梭……

病区的走廊上有医护人员贴的窗
花，还有营造节日氛围的装饰；病房
内，患者有家属的温暖陪伴和悉心照
顾；在走廊中忙碌穿梭的白色身影显得
有些冷清与孤单。“守护好患者，我们就
过好了年！”高翔说。说罢，她又走进了
病房。

洛报融媒记者 李雅君 通讯员 李
宏硕 张晓晨

“守护好患者，我们就过好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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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街区人潮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