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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纵 深

信 息集装箱

2020年，如皋农商银行大力推广“党
建+金融助理”模式，实施“金融人才驻
村”工程，选派38名党员业务骨干到38
个村（社区）党组织担任挂职副书记，积极
探索基层党建与金融服务的结合点，打造
了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有情
怀、有责任、有担当”的农村金融干部队
伍，积极破解农村发展“缺人才、缺资金”
的难题，助力乡村振兴。

在“共”字上用心，实现党建资源
共用共享。实现阵地共享。该行充分发
挥营业机构点多面广的优势，开展党建
标准化阵地联创联建活动，促进结对共
建双方党建学习场所、活动设施相互开
放、统筹使用。实现文化共享。此外，
该行还积极推广“互联网+党建”“智慧
党建”等做法，加强双方党建宣传栏、
微信群、公众号等意识形态阵地互动，
着力构建共建单位间的信息交流平台；
推动“四强”示范党支部建设和“书记
项目”有效落地。为有效实现智力共
享，共建双方定期共同研讨党建工作，
相互学习借鉴党建先进做法；研究解决

党建工作的难点热点问题，共同提升党
建工作水平。

在“惠”字上用情，经济金融发展
同频共振。做实“三农”服务。该行加
大走访力度，建立完善农户经济信息和
金融需求档案，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种养殖大户的金融支持，解决农村
发展资金瓶颈问题，促进农银政多方共
赢；合力做好“阳光信贷”“整村授信”
等工作，实现方便快捷用信，更好满足
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为做实普惠金融，加强政银企联动，该
行持续开展摸清底数，掌握需求普惠大
走访活动，优先保障民营和小微企业有
效信贷需求，切实解决民营小微企业融
资难问题。该行着力做实阳光金融，创
新开展了党群共建“1+1+1”活动，即
每周一天进村坐班服务，每月参与一次
村内“农户小微走访”“扶贫助残帮困”

“政策法规宣传”等服务活动，每季开展
一次金融知识讲座。2020年，根据挂职
村 （社区）实际情况，该行在28个村
（社区）启动整村授信工作，完成整村授

信8个；走访农户11064户，授信4314
户，金额4亿元。

在“严”字上用力，党员队伍建设
联抓共管。政治理论联学。该行发挥共
建平台优势，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等组织生活，联合举办党建理论学习
会、研讨会，讲好党史党课、学好党章
党规；党员干部共育。与市委组织部协
商，探索选派党员中层管理人员到村
（社区）挂职副书记，在共建的基础上提
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组织活动联办。
双方共同组织开展党员责任区、党员先
锋岗、党员承诺制等主题实践活动，切
实增强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励党
员干部在投身金融精准扶贫、普惠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实”字上用智，参与美丽乡村
助力共建。共优乡村治理。该行扎实推
进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各镇（区、
街道）“信用工程”建设，评定“信用
镇、信用村、信用户”，加大“整村授
信”推进力度，引导村（社区）居民树
立“以守信为荣、以失信为耻”的信用

观。共推绿色发展。进一步提升绿色金
融发展能力，加快绿色信贷产品的创新
推广，加大对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
洁能源等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着力支
持生态保护，助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共树文明乡风。该行积极投身文明乡
村、美丽乡村、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主动参与村 （社
区）党员为主的志愿服务队，融入本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
积极开展文明结对共建活动，通过组织
送戏下乡、捐款慰问等活动，为群众办
一批实事好事。2020年，挂职人员已走
访贫困户362户（次），捐赠现金、物资等
财物合计约5万元；开展金融法律法规、
反假币知识、反诈骗知识等各类宣讲165
次；开展主题党日、八一慰问老战士、关爱
留守儿童、慰问老党员等活动53次。

□通讯员尤婷婷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本报讯（通讯员刘煜文 融媒体记者丁宏波）近日，市博
物馆自办精品展——“岁月漫漫 难掩其华——如皋本地出土
文物展”开展。

如皋作为成陆早、建县早的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地下遗
存较为丰富，五六十年代的馆藏中即有出土地址明确的文物，
近几年又时有发现。因此，市博物馆对现有馆藏出土文物进行
了整理、研究，策划推出此次展览。

展览分为水色无声、银色灼灼、彩绘前朝、杂色遗珍四个
部分，共展出文物100余件。展品种类丰富，包含银元、瓷
器、铜镜首饰等，其中还有部分精品，如“黎元洪开国纪念
币”“蟾钮海兽葡萄镜”，均为首次展出。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
究，带领市民一起见证如皋的历史发展、城市变迁；通过对出
土文物的展览分享，一起感受前人留下来的历史与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傅时毅 李小争 融媒体记者张颖） 近
日，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了如皋海关评审，顺利获
得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的资质，拿到了如皋连锁餐饮品牌
进入国际市场的“入场券”。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自古以来对教育的重视让如皋这座小城
充满了书香气息，2012年诞生于如皋的和府捞面，正是将如皋
本土的特色食材与书房文化融入中式面食文化当中，开创了

“书房里捞面”的创新模式。从开创性地引入全新的“捞面”品
类和“书房”场景，这一碗“书房里的好味道”逐渐深入人
心。至今，和府捞面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0多个城
市开设300家直营门店，不仅成为中国连锁餐饮企业的标杆，
更是如皋的一张闪亮名片。

在得知和府捞面“出海”的需求后，如皋海关主动靠前服
务，详细了解了企业出口意向、产品开发、食品安全卫生控制
情况，为精准帮扶做好准备，并邀请南通海关专家组成专家团
队，对公司拟出口产品的原辅料配方、生产工艺流程、杀菌工
艺等内容进行重点研究，指导建立和完善了食品安全卫生控制
体系，同时帮助和府捞面梳理出产品拟出口国家的政策、法
规，避免因不了解出口国家政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在成功拿到出口食品备案资质后，和府捞面相关负责人表
示：“感谢如皋海关高效的服务，让我们能快速获得出口的资
质。今后，和府捞面将加速海外市场布局，或许在不久的将
来，大家也能在异国的街头吃上一口熟悉的家乡味道。”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陈嘉仪 通讯员袁昌明）“这里服务
好，办事快，不用扫码，我们老年人办事很方便，给你们点
赞！”近日，一位办理职工年检的退休市民向市民政局窗口的工
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智能应用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给一些老年人带来了烦恼。去年12月，省政务管理办公室发布
了《关于切实做好政务服务领域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工作的通知》，帮助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
难。我市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为老年人
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

市民政局窗口工作人员在面对来访的残疾人、老年人等困
难群体时，一直坚持以人为本，为来访的老年群众送上一杯暖
手的热茶，并设置了爱心座椅，日常备有针线盒、老花镜、雨
伞、充电器等便民设施。一些老年人前来咨询政策法规的时
候，窗口工作人员都会用老年人能理解的方言，耐心细致地逐
条重点解读有关政策，令他们满意而归。对于一些有办事需求
但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就主动联系其子女，以上门服
务、在线视频、电子邮箱等方式，让老人在家就把事情办好。

如皋海关助力“和府捞面”出口

市民政局温情服务
老年人办事更便捷

如皋本地出土文物展
在市博物馆开展

如皋农商银行：

金融助理引活水 “灌溉”三农助振兴

如皋市宏茂铸钢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风电系列、高品质模具钢、轨道交通、核电等大型优特钢铸锻件产品。公司在积极实施“超大型铸锻件
智能化技改项目”的同时，根据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于2020年新上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项目。整个项目计划于2021年8月全部
建成，2021年9月完成设备安装，2021年10月正式建成投产，2022年3月达到转化达产标准。 □融媒体记者顾忠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