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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金融之窗

我市黄金饰品市场——

设计时尚  年轻人成消费主力军   
本报记者  李晓菲

“马上要到 3月 8日了，

我准备买个黄金吊坠犒劳

下自己，而且黄金能保值，

也算投资了吧。”姚子露是

一名时尚的 90 后，在她看

来，黄金饰品早已不是中老

年人的专属。连日来，记者

走访我市多家黄金饰品销

售专柜了解到，随着制作工

艺的提升，黄金饰品更具时

尚感、个性化，受到众多年

轻消费者的青睐。

2 月 22 日，记者走进我

市一家大型购物商场，在一

楼多家黄金饰品专柜看到，

不少打扮时尚的年轻人正在

选择心仪的饰品（见右图）。
“我今年 27 岁，以前觉得黄

金饰品老气，款式不适合年

轻人。”市民刘心怡告诉记

者，她发现这两年黄金饰品

的设计很时尚，适合年轻人

的口味，所以她和许多朋友

都会时不时给自己添一两件

好看的小饰品，既能佩戴还

能保值，可以说一举两得。

采访中记者发现，相比

过去只有少数品牌店会推出

设计时尚的黄金饰品，现在

基本每家的设计都比较时

尚，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观。

“现在不仅有 3D 硬金工艺，

还有能让黄金亮度更好、硬

度更高的 5G 工艺。”某黄金

饰品专柜销售员张娇娇介绍

说，随着制作工艺的提升，原

本质地较软的黄金也有了更

多的设计空间，最近他们专

柜每天的销售额能达到 5 万

元至 6 万元，其中年轻人能

占 80% 至 90%。“中老年人

喜欢克重大的饰品或者金

条，越大越好，显得富贵，而

年轻人则更注重款式，重量

虽然不多，但设计时尚、有个

性。”另一家专柜店员说，他

们店里现在每天来选择饰品

的年轻人能占到 8 成以上。

不难发现，黄金饰品

因其时尚的设计，以及具有

保值价值，已成为年轻人的

“心头好”。那么，黄金饰品

什么时候买？收益如何？

对此，浦发银行宝鸡分行理

财经理信昕表示，黄金饰品

最好在有促销活动时购买，

价格相对会低一些。此外，

黄金饰品虽然可以保值，但

由于饰品存在工艺费、品牌

溢价等，本身价格就较高，

因此投资收益不会高。“想

要投资黄金，除了实物黄金

外，还有纸黄金、期货黄金

等，虽然风险相对高，但盈

利空间要更大一些。”信昕

建议，投资黄金占比不宜过

高，最好不超过家庭可支配

资产的 5%。

工行宝鸡分行：

目标责任考核获评优秀金融单位
近日，从宝鸡市 2020 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暨招商引资大项目表

彰大会上传来喜讯，工商银行宝

鸡分行荣获 2020 年度目标责任

考核优秀金融单位称号。

去年以来，工行宝鸡分行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宝鸡市

“三个经济”发展和“四城”建设

总体部署，主动担当, 加大信贷

投放力度，全力服务实体经济与

民生生活。2020 年，工行宝鸡分

行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

原则，先后对我市多家涉疫企业

和重点医院增加授信 3.33 亿元，

助力涉疫企业扩能增效，基本实

现了防疫企业信贷支持全覆盖 ；

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工行宝鸡

分行主动参与全市重大项目建

设，以及钛及钛合金、先进装备

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等优势产业

发展，全年累计向钛及钛合金、

装备制造等企业投放贷款超 15

亿元。据统计，2020 年工行宝鸡

分行累计投放贷款 252 亿元，贷

款余额增幅达到 22.41%。为了

延伸服务区域、提高服务质效，

该行不仅新设立了麟游县支行，

还对多家网点进行了升级改造，

使网点分布更加合理，金融服务

能力不断提高。

成绩属于过去，2021 年工

行宝鸡分行将继续聚焦主业、坚

守本源，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和

服务企业发展为己任，积极发挥

金融引领支撑作用，更好地满足

城乡群众金融服务需求。

（李晓菲）

西部证券宝鸡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参加全省营商环境测评工作获好评
日前，按照市金融办安排部

署，西部证券宝鸡新华路证券营

业部参加了全省营商环境测评

工作，圆满完成保护中小投资者

模块营商环境测评工作，且受到

测评工作组的一致好评。

为扎实做好营商环境测评

工作，在接到任务后，西部证券

宝鸡新华路证券营业部选派业

务能力过硬、综合素质高、责任

心强的业务骨干参加，并提前与

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完成了大量

的资料、数据收集工作。为保质

保量完成营商环境测评工作，新

华路证券营业部与协作部门积

极配合，对填报内容、主要关注

点、指标填写建议等多次进行商

议、讨论，准确判断，细化范围，

同时，认真填报数据信息，并提

供文件依据或证明材料，使数据

具有可查验性，确保填报数据真

实有效。经过认真细致地工作，

最终顺利完成全省营商环境测

评工作中保护中小投资者模块

营商环境的测评。对此，西部证

券宝鸡新华路证券营业部负责

人表示，他们将继续以提升员工

素质、专业服务客户为目标，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配合相关

部门为本地群众和企业提供更

加专业、贴心的金融服务。

      （李晓菲）

去岁——

两千余万元福彩公益金助力我市福利事业发展
近日，笔者从市福彩中

心获悉，2020 年我市累计

投入各级福彩公益金共计

2017 万元，用于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社区建设、儿童福利

事业发展等，为我市社会福

利和公益事业提供了强有力

的资金支持。

一直以来，我市

福彩不忘公益初心，

秉持“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的福彩宗

旨，通过筹集公益金，

助力我市社会福利和

公益发展。据了解，

2020 年我市用于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公益金 1311.5 万

元，其中，农村幸福院运转经

费 596.5 万元、民办养老机

构建设床位补贴 50 万元、养

老机构运营补助 50 万元、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项目专项资金 42 万元、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 100 万

元 ；用于城乡社区建设公益

金 65 万元 ；用于儿童福利

事业发展公益金 452.5 万

元，其中，儿童福利机构运转

维护经费 359 万元、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生活经费 63 万

元、儿童福利机构服务体系

建设 30.5 万元等 ；农村公

益性公墓配套项目、社会公

益创投、资助社会公益事业

等其他公益项目使用公益金

188 万元。 

        （李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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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贫莫若学
——贵州大歹苗寨教育之变

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从江县县城出发，驱车沿

蜿蜒的山路一路前行，过河沟、

翻深山……半个小时后，踞于山

头的大歹苗族村落映入眼帘。村

中，干净的街道、质朴的木屋让

人耳目一新。

13岁的潘努阶抱着书本从

陡坡上的家中下来，喊上同伴潘

污简，一同走进村路边的潘乃党

家。3 位同读六年级的女孩在

一张方桌旁坐下，打开书本开始

做作业。“一天一章，我们得按时

把寒假作业做完，新学期开学交

给老师检查。”潘努阶说，相约学

习，是她们近年来养成的习惯。

潘努阶的父亲潘阶列一直

在外打工，去年因新冠肺炎疫情

呆在家，亲眼看到女儿身上发生

的可喜变化。

“过去，我们这里的孩子，

无论男女，放学在家要么上山放

牛，要么在外面玩，不看书、不写

作业。现在学会主动学习了，变

化真是大。”他高兴地说。

从江县是贵州省 2020 年

最后脱贫摘帽的 9个贫困县之

一。大歹曾是从江的一个深度贫

困村，全村287户，村民2112人，

贫困发生率曾高达 52%。

长期以来，大歹村教育落

后，一度只有一个教学点，只开

设至二年级。教师力量十分有

限，老师得同时教好几门课。

潘污简回忆说，过去，由于

老师用苗语讲课，很多学生不知

课本上的汉字用汉语该怎么念，

对读书越来越没兴趣。加上父母

没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不怎么

关心孩子学习，不少孩子小学未

念完就外出打工了。

2019 年 8 月，由澳门特区

政府斥资 3000 万元援建的大歹

小学完工开学。那一年，入学的

566 名学生中，大歹村的孩子超

过 90%。

大歹小学校长王绍东认

为，有了优良的教学硬件还

不够，还需要创造更好的教

育条件。

2019 年 11 月，在贵州省教

育厅牵头协调下，贵阳市南明小

学正式开启帮扶大歹小学的征

程。随后，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

经大学等多家帮扶机构也参与

进来。

扶贫先扶志，断贫莫若学。

一批批教育界帮扶人员满怀激

情、肩负使命来到大歹。南明小

学副校长王玉在身患癌症的

情况下毅然报名“出征”，直至

2021 年 1月 26日离世。

帮扶团队和全校老师一起

分析认为，只有“以爱育爱”，才

能感化学生；要让孩子们爱学

习，要先让他们爱老师、爱学校、

爱生活，每个老师都要用爱教育

孩子。

老师们随身带上梳子、糖

果，无论在村里走访，还是在学

校工作，看见孩子头发乱了，就

主动给孩子梳头；听见孩子喊

老师好，就奖励一颗糖果……渐

渐地，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

学校还不断举办丰富多彩

的集体活动、开设多种多样的兴

趣社团、建立大大小小的奖励制

度。老师们跟孩子们一起搞卫

生、做游戏、练书法、学绘画……

慢慢地，打开了孩子们的心扉。

“老师们还在课后辅导我

们做作业，一遍又一遍给我们讲

题，哪怕我们屡错不改，他们从

不生气。我们题目做得好，就给

我们糖果奖励，鼓励我们继续加

油学习。”潘乃党说，现在，学生

们喜欢和老师接触了，有心里话

也会主动向老师倾诉。

潘污简以前不爱读书，曾

辍学出去打工半年，如今，读书

成了她的“最爱”。她说：“学校

老师对我好、教得好，我对读书

产生了兴趣。”

记者看到，在大歹小学的

新年心愿墙上，学生们许下的最

多愿望，是长大后当老师。潘污

简也不例外，她希望能当上老师

改变命运，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

更多的苗寨孩子。

（据新华社）

湖北保康 ：

以文化人
 美丽乡村成色更纯

“你拍一我拍一，孝敬

老人应该的；你拍二我拍二，

团结友爱好伙伴……”刚刚

过去的元宵节，湖北省保康

县城关镇刘家坪村的文艺

演出上，童谣、花鼓戏、广场

舞等节目轮番上演，掌声、欢

呼声此起彼伏。那挂在村民

脸上的笑容烂漫似山花，恰

是乡村振兴的最美注脚。

“节目都是农民自己排

的，很贴近农村生活。”谈起

这台热闹的演出，刘家坪村

党支部书记王智文满脸自

豪，“小康不仅有生活水平的

提高，也不仅是唱唱跳跳、写

写画画，更重要的是让农民

有新形象，有精气神。”

保康地处荆山腹地，尽

管偏远，但这里的农村生活

却自在欢愉。在轻松的氛围

里，文化小康的思想浸润着

百姓心田。

“村里建了一个小广

场，大家跳舞再也不用愁

了！”尽管天气有些寒冷，但

在醉人的音乐节拍中，刘家

坪村文化活动广场上，村民

王智翠跳得正欢。曾是贫困

户的她，近些年来在扶贫政

策帮扶下，开起农家乐，走上

了脱贫致富路。生活变好了，

她迷上了广场舞，不过一度

让她烦心的是，村里没场地，

想热热闹闹跳舞，只能步行

到镇上的广场。

如今村里早已有了村

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小天

地”。在文化书屋读书，在排

练室跟着老师跳舞，去电子

阅览室听故事，村民们有着

和城里人一样的文娱生活。

不同年龄、不同爱好，各有

归属。

“村里说长道短的少

了，打麻将的少了，村民们

的生活富足了，脑袋也富足

了。”王智翠说，以前，经济贫

困的同时，文化生活也单调，

除了聊天，就剩下打麻将了。

“十三五”期间，保康县

全面启动“文化小康”建设，

全县 257 个村、社区在文化

活动场地建设上，有了统一

的标准：每个村、社区都建

成一面文化墙、一个文化活

动室、一个文化广场、一套体

育器材、一套广播器材、一套

健身器材、一个大戏台。

有了场地、器材，还得

靠文化活动浸润群众心田。

除了群众自发的文娱活动，

保康县积极引导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在 保 康，“ 道 德 讲

堂”“农技云课堂”“四点半课

堂”等文化活动，遍布城乡。

线上线下同时讲，理论宣讲、

百姓宣讲一起讲，典型宣讲、

政策宣讲结合讲，领导干部、

身边典型现身说法讲……

推动着新技术、新技能，好家

风、好民风在农村落地，让美

丽乡村的成色更纯。

“本人连续担任村干

部 30 多年，兢兢业业、无私

奉献，值得子女们向我学

习……”曾任村会计的田启

武家的家史册上，家庭家族

典范一页浓墨重彩，苍劲的

钢笔字分外醒目。

这是刘家坪村“家风文

化工程”的内容之一，全村

152 户家庭都建了“家庭档

案”。“好的家风关乎子女的

成长和品德培养，影响几代

人。”田启武家的家史册是全

村首个基本编写完成的。作

为执笔人，田启武说，不求后

辈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但要恪守崇德向善的家风

和谦逊恭敬的家训。

“国有史、地有志、族有

谱，家也要有档案。家风是民

风社风的根基，更是社会和

谐的基础。”谈起建立家史档

案的初衷，王智文这样说道。

在完善硬件建设的同

时，嵌入优秀传统文化，为乡

村振兴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谁能想到，几年前这个村子

还是垃圾遍地，苍蝇满天飞。

为此，村里制定了环境卫生

村规民约，规范卫生习惯。”

王智翠说，村里还利用寒暑

假召集全村中小学生参加

村级道德培训班，如今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已成为村

民的习惯，每家每户每天都

自觉打扫庭院和门前公共

区域卫生。得益于环境改善，

村里游客也越来越多，带动

了村民致富。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

从自身做起，以家风化民风，

以民风促乡风，农村生活会

更加幸福安定。”王智文信心

满满。

         （据新华社）

2 月 25 日，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大歹小学教师
蒙慧莲（左二） 在家访。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