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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金融之窗

1月份全市贷款同比增长15.3%
近日，笔者从市金融办了

解到，截至 1 月末，全市银行

本外币贷款余额 2100.45 亿

元，同比增长 15.3%，有力地

支持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健康

发展。

新的一年，全市银行业金融

机构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努力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切实加大信

贷投放力度，收到了实效。据统

计，截至 1 月末，全市银行本外

币贷款余额 2100.45 亿元，同比

增长 15.3% ；新增贷款 63.41

亿元，同比多增 41.94 亿元。此

外，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84.89

亿元 ；累计贷款投放 190.90 亿

元，同比增长 25.44%……各金

融机构用好用足信贷政策，充分

发挥了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

支持作用。

 （李晓菲整理）

浦发银行宝鸡分行
获两项殊荣

近日，浦发银行宝鸡分行

不仅荣获了 2020 年度目标责

任考核优秀金融单位称号，还

被评为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先进单位。

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严

峻的经济形势，浦发银行宝鸡

分行紧抓重点、上下一心、攻坚

克难，做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和疫情防控工作，全年累计投

放贷款 38.7 亿元，新增贷款达

到了 17.8 亿元，强有力的信贷

支持力度，为地方经济发展注

入了不竭动力。

此外，该行以企

业文化建设为抓

手，促进各项业

务 健 康 有 序 发

展，取得了较好

成效，其中存贷

款规模更是连续十一年稳居本

地股份制银行第一位，获得了

市委、市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

的好评与肯定。

新年新目标，2021 年，浦

发银行宝鸡分行将持续深化总

分行“三年行动计划”，继续以

企业文化建设为驱动，立足区

域经济特色，不断提升金融服

务能力和创新水平，以“再出

发、再创业”的精神，为宝鸡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产业转

型升级作出新贡献。

（李晓菲）

去岁——

我市新增11个福彩公益驿站
近日，笔者从市福彩中心

获悉，2020 年我市新建福彩

公益驿站 11 个，截至目前，全

市共有 25 个福彩公益驿站。

福彩公益驿站是福彩中

心与彩民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沟通的桥梁，也是向社会传播

福彩理念的中转站，共分为两

个区域，一个是公益服务区，

有雨伞、药品、针线等应急物

品，可为环卫工、社会志愿者、

流浪乞讨人员等提供便利 ；另

一个是彩民积分兑换区，与陕

西 福 彩APP 结

合，通过线上积

分兑换、线下领

取奖品的方式，

增 强 福 彩 体 验

度，让更多人了

解福彩、关注福

彩、参与公益事业。据介绍，

自 2019 年起，我市开始规划

建设福彩公益驿站，获得了社

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截至目

前，全市共建成 25 个福彩公

益驿站，已成为宣传福彩公益

事业的最佳载体。此外，福彩

公益驿站由于临近居民小区，

这也为宣传好民政业务政策

等提供了区位优势，让福利彩

票进一步深入民心，增强辐射

效应。

（李晓菲）

工行宝鸡分行 —— 

践行雷锋精神 传递工行温度
今年 3月 5日是全国

第 58个学雷锋纪念日，当

天，工行宝鸡分行举行了

“雷锋精神驻工行，志愿服

务在行动”志愿服务宣传

月活动启动仪式，号召广

大员工扎实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和学雷锋活动，在工

作中营造出“岗位学雷锋、

服务做表率”的浓厚氛围。

“您好，请问需要什么

帮助？”当天，一走进工行

宝鸡分行金渭支行业务大

厅，银行志愿者便热情地

上前询问，提供帮助。去年

以来，工行宝鸡分行开展

了“工行驿站”惠民服务暖

人心活动，在各营业网点

设置“工行驿站”为群众提

供更加贴心的服务，目前，

该行48家营业网点均设立

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工行

驿站”，进一步提升了营业

网点的服务水平。据了解，

该行将在“工行驿站”惠民

服务的基础上，继续打造

“工行驿站”学雷锋志愿者

服务站，组建工行网点志

愿者服务队伍，定期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一直以来，工行宝鸡

分行始终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积

极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和

志愿服务精神，塑造有温

度、有情感的“工行驿站”

公益惠民服务品牌，以实

际行动争做雷锋精神的践

行者。        （李晓菲）

3 月 8 日是国际

妇女节，当天，工行

宝鸡分行以“巾帼心

向党”为主题，开展

了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系列活动，得到

了全行女员工的热

烈响应。

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工

行宝鸡分行以此次系

列活动为契机，通过

组织环保健步行、员

工才艺展演、“巾帼心

向党 传承奋斗精神”

红色金融足迹专题实

践活动等，激励全行

女员工以优异的工作

业绩向党的生日献

礼。当天，在“巾帼心

向党 传承奋斗精神”

红色金融足迹专题实

践活动中，员工们走

进宝天铁路英烈纪念

馆，学习解放军战士

在修建宝天铁路过程

中，战严寒、斗酷暑，

不畏艰难险阻的拼搏

精神，并纪念在施工

过程中不幸牺牲的人

民子弟兵。大家怀着

敬意向烈士献花，现场朗诵诗歌，合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此外，工行宝鸡分行还在全行开展

了“巾帼心向党 诵读经典传书

香”主题活动、“弘扬劳模工匠精

神”大讨论活动和“我为经营发

展献计策”等活动，倡导全行女

员工积极为全行业务发展聚智

慧、献良策。         （李晓菲）

金融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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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他们这样唤醒沉睡的聚宝盆
——来自柴达木的一份创业报告

“南昆仑，北祁连，八百里

瀚海无人烟。”

地处青藏高原北部的柴达

木盆地，一方面是遍布荒滩、戈

壁的无人荒原，一方面又因盐湖

蕴宝、山川藏珍而被称为沉睡的

“聚宝盆”。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无

论是在戈壁中筑养青藏通道，还

是在碱土里开发片片盐田，一代

代奋斗者 70年来用双手唤醒沉

睡千年的柴达木，谱写出一段开

天辟地的创业传奇，让苍茫的荒

原变为发展的热土。

苍凉戈壁里的铁皮房，
见证他们的坚强
青海省公路局格尔木公路

总段的段史馆里，摆放着一些铁

锨、钢钎、镐头等工具，它们大都

已残缺不全，有的铁锨甚至被磨

损到只有正常铁锨长度的三分

之一。

20世纪 50年代，第一代青

藏公路的筑路工人们就是使用

这些工具，穿越柴达木盆地，打

通了祖国内地与西藏相连的交

通大动脉，柴达木盆地里最大城

市——格尔木也因此诞生。

修路就要养路，天南海北

的年轻人汇聚到青藏公路沿线，

将自己的生命与这条大动脉紧

密相连。

81 岁的吴战瑞，青春记忆

都留在了这里。

1964 年，刚满 22岁的武威

小伙吴战瑞和 150 多个甘肃老

乡，途经格尔木，上到海拔 4400

多米的五道梁，一待就是 15年。

“当时，听从党中央号召支

援西藏，养护青藏公路，能来的

人都很光荣。”吴战瑞对那段岁

月记忆犹新。

俗话说“到了五道梁，哭爹

又喊娘”，这里地处青藏高原腹

地，是真正的苦寒之地：平均海

拔 4000 米以上，年平均气温低

于零摄氏度，空气中含氧量仅为

内地的 60%。

“刚去的时候，大家只能住

在铁皮搭的简易板房里，房子走

风漏气，夏热冬凉。”吴战瑞说，

“铁皮房就像是我们的‘前线战

壕’，扎到哪，我们就干到哪！”

74岁的盐湖集团退休职工

王西臣 1981 年从部队转业，来

到了柴达木盆地的察尔汗盐湖。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盐湖，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勘探开发至

今，已是中国主要的矿业基地

之一。

“12 顶铁皮房，10 台挖掘

机，10 多辆翻斗车，当时我们

就在察尔汗修盐田。”带着部队

的扎实作风，王西臣和同事们天

天套着水裤泡在卤水里。

“为祖国的农业发展，大家

争着干。我是共产党员，更不能

松劲。”在盐湖博物馆里，王西臣

指着铁皮房的照片说，“‘堡垒’

都修好了，再顽强的敌人也都要

消灭！”

从铁皮房开始，老一辈柴

达木人在“风吹石头跑，氧气吃

不饱”的戈壁滩上艰苦创业，用

双手开辟出一个蓄势待发的新

天地。

不毛之地中的绿卡车，
闪耀他们的奉献
察尔汗盐湖旁的盐湖博物

馆里，珍藏着几张老照片：低矮

的平房边上停着几辆深绿色卡

车，人们正在从卡车上取物资，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

“见到绿卡车来了，就说明

晚上有新鲜蔬菜吃了。”58 岁

的盐湖集团退休干部刘传荣笑

着说。

他是一位“盐二代”，父亲

刘宗元是第一批来盐湖开荒采

矿的工人，从小就在盐湖长大的

刘传荣见证了矿区的变化。

1986 年，青海钾肥厂一期

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之前矿区

的钾肥年产量也就几万吨，一期

一建成就是年产量 20 万吨，为

了一期早日建成，大家都铆足劲

干，党员甚至带头住在厂房里。”

刘传荣说。

高强度的工作中，绿卡车

带来的新鲜蔬菜是不少同事的

念想。　　

“绿卡车不仅是送来了蔬

菜，更像是给我们送来了加油鼓

劲的‘精神弹药’，每次看见它，

我们就想等一期建好有了效益，

就能每天吃新鲜蔬菜了。”刘传

荣说。

1989 年 5 月，钾肥厂一期

工程提前一年建成转入试车、试

生产，盐湖钾肥的产量跨上了新

的台阶，也拉开了盐湖资源综合

开发利用的序幕。

“从那年开始，我们盐湖矿

区的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刘

传荣笑着说。

对于养路工人郭长青来

说，绿卡车则给自己带来了精神

食粮。

20世纪 80年代初，郭长青

接过父亲手中的洋镐，来到戈壁

深处的冷湖公路段。　

“身体不适可以忍耐，精神

寂寞才是最大的敌人。”如果来

了一辆卡车，只要车停下来休

息，郭长青就会好吃好喝地招待

司机，只希望他能多待一会儿聊

聊天。 

20 世纪 80年代中叶，青藏

公路全部铺成了黑色路面，来来

往往的车越来越多。

路好了车多了，郭长青的

精神也充实了：“我们养护的路

上，车能走得平稳，我们的工作

就有价值。”

从驼队到卡车，从人力到

机械，一代代柴达木人前赴后

继，他们怀揣着简单而又伟大的

理想，在戈壁滩上接力书写着无

私奉献的传奇。

创新在他们手中，
擘画柴达木的未来
冬日的太阳照在一望无际

的盐碱地，耀眼而明媚。

盐湖集团研发中心工程师

张娟戴着一顶大大的太阳帽，蹲

在干冷的地表采样点前记录数

据。没几分钟，寒风已将她的手

指冻得通红。

“这是在干啥？”

“采集土壤样本。”

“干啥用？”

“分析做评估。”

简短问答间，这位 33 岁的

女工程师站起身来，咧嘴一笑，

指指采样仪器上的显示屏说：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湖区资源的

动态监测，先在野外采样，再拿

到实验室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目

前湖区动态资源的分析报告。”

每年不间断，一个月里至

少有半个月在湖区采样。9 年

来，盐碱地陪伴着张娟从大学毕

业的小姑娘，成长为盐湖集团最

年轻的高级工程师，而她也见证

了盐湖开发从单一的钾肥生产

发展为盐湖综合利用体系。

“以前，卤水仅用来提钾。

如今，卤水通过太阳能分级蒸

发，能产出氯化钠、金属镁、碳酸

锂等多种产品。”张娟说，循环经

济使卤水得到充分利用。

在离湖区不远的青海三元

钾肥有限公司的熔盐车间里，技

术负责人陆逞赢正和同事一起

检查记录仪器显示屏上的数据。

“我们的工作就是调控和

编程，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都要做到精准，这样才能保证产

出效率和产品质量。”陆逞赢说。　　　　

“我觉得盐湖集团不仅会

走在中国前列，更能领跑世界。”

作为一名“盐三代”，陆逞赢对企

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柴达木盆地里这些年轻的

力量正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用

柴达木精神在广袤的戈壁滩上

绘就新的画卷：察尔汗盐湖的

钾肥年产量达到 800万吨，占国

内生产总量的 85%以上。钾盐

综合利用率由最初的 27%提升

至 80%以上，钾肥消耗由完全

依赖进口达到自给率50%以上。

柴达木的路网体系也在不

断完善，格库铁路、敦煌铁路敦

格段相继通车，格成铁路、G6

京藏高速格拉段也正在规划当

中。待到公铁路网完善之后，柴

达木的区位价值将大大提高。

70 年来，一代代奋斗者们

为了柴达木的发展，坚守着精神

高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勇

于创新、团结奋斗、科学务实。

他们把青春和人生献给了

雪域高原，献给了祖国的“聚宝

盆”，并在这里树立起一座座注

入新时代内涵的精神丰碑。

（据新华社）

银行志愿者耐心解答市民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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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1978 年科研人员在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湖测量溶洞 （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