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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 助企纾困
——工行郑州分行深入开展“行长进万企”活动

“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
“优化和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支持民营企
业健康发展”……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可以清晰感受到，支持实体经济红利正在
持续释放，助企纾困力度也在持续加码。

如何更精准地为区域经济赋能，为
企业发展纾困？作为国有大行，一直以
来，工商银行郑州分行积极担负起金融
服务的社会责任，扛稳金融使命，持续将
金融“春雨”洒播在区域发展、乡村振兴、
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讲好助力千行百
业的“工行故事”。

如今，在落实河南省委、省政府“万
人助万企”及河南省银保监局“行长进万
企”重大工作部署的重要时期，工商银行
郑州分行更是奋楫扬帆，全面开展“转变
作风、宣讲政策、惠企纾困、服务实体”主
题走访调研活动，全力提升金融助企惠
企质效，源源不断地为郑州地区经济发
展注入金融动能。

惠企助企出良策

自河南省银保监局开展河南银行业“行长
进万企”活动以来，工商银行郑州分行迅速行
动，在河南省分行的统筹安排下，以“广覆盖、
多层次、高效率、常态化”为行动目标，建专班、
定机制、助发展，明确包联企业名单，紧锣密鼓
地开展客户走访、银企对接、金融服务等各项
工作，确保助企纾困扎实高效。

定方向，强推进。该行第一时间成立“行
长进万企”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印发专项
活动行动方案，持续加强组织动员部署，力促
全行上下形成“一盘棋”“一张网”。

建机制，促实效。该行建立了行长分包联
络企业服务机制，在“省银保监局分转企业”和

“工省行自主确定企业”分配的企业名单基础
上，主动扩充270户企业加入走访名单，有效延
伸“行长进万企”活动覆盖半径。同时，还建立
了企业金融专员服务机制，通过贴身跟踪服
务，及时收集企业诉求和问题，量身定制精准
金融服务。

明目标，广覆盖。此外，该行突出对民营
企业、制造业、科创企业、小微企业等重点群
体的支持力度，组织全行客户经理深入主要
商圈、园区等小微企业聚集地，开展大调研、
大走访活动，持续加大客户拓展力度，扩大服
务覆盖，将惠企助企政策精准送至小微企业
客户手中。

频走访，解难点。按照该行部署，各分支
机构负责人带领服务专员深入包联企业，通过
现场观摩、座谈会等形式，了解企业经营现
状、财务状况、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诉求，宣
讲工商银行惠企金融产品和政策，“一对一”
制定金融服务方案，帮助企业打通堵点、化解
困点、解决难点。对于评估后符合条件的，第
一时间确定支持方案，加快业务推进力度；对
于暂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的，指导企业通过省服
务共享平台等方式多渠道寻求金融支持。同
时，要求各责任人及时征求关于金融政策制度
的意见建议，为后续提供服务、解决问题打好

基础，用贴心服务，助力企业安心发展。

纾难解困有实招

“工行的主动走访对接，可谓是‘及时雨’，不

仅解决了我们的资金困境，也让我们得到了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惠。”郑州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

随着“行长进万企”活动的深入推进，越来

越多的企业享受到了工商银行郑州分行的助

企惠企红利。

其中，在该行分包联络的某重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工商银行郑州分行行长一行深入企

业一线，了解企业经营发展规划，真正落实问

需于企、问计于企，并结合企业金融服务诉求，

制定专属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支持郑州市经济发展，为企业经营灌溉金融

活水，一直是工商银行郑州分行重要的使命担

当。据介绍，自活动开展以来，围绕“问需于企、问

计于企，为企业送知识、送政策、送产品、送服务”

的“两问四送”这一核心，该行持续强化融资政策

宣传对接及企业融资诉求解决，充分发挥工商银

行集团公司的综合化服务优势，帮助走访企业解

决生产经营和投融资各环节的金融需求，进一步

拓展了银企合作广度和深度。截至目前，已累计

为60余户包联企业提供超百亿元融资。

为提升金融服务效能，精准助企惠企，工商

银行郑州分行还多措并举，为企业提供更为专

业高效的一体化服务：提供全口径融资服务，统

筹运用信贷、投资、债券、租赁等多元化融资产

品，积极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加强结算服务支

持，根据企业运营模式和产业链特点，依托工行

结算体系优势，向企业提供账户管家、现金管

理、银企直联、工银聚、票据池等产品服务，有效

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效能；提供本外币一体化服

务。依托稳外资、稳外贸等支持政策，向企业提

供网银单证、网银跨境汇款及网银结售汇等线

上外汇业务；通过与境外分行合作，为企业提供

风险参贷、内保外贷、信用证、福费廷等组合业

务，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加强企

业员工个人金融服务，了解企业员工个人金融

服务需求，公私联动提供按揭贷款、代发工资、

信用卡、个人消费贷款等产品服务，为企业提供

集约化“一站式”金融服务……在工商银行郑州

分行的金融支持下，省内多家企业正活力迸发，

有序健康地向高质量发展跃进。

支持实体强发力

数据显示，该行 3月底已完成主责任企业

名单的全部走访，实现走访覆盖率 100%、惠企

政策宣导率100%、融资对接率100%。

“在前期活动成果的基础上，郑州分行将

持续推进服务落地，使‘行长进万企’活动形成

常态化制度，把支持实体经济做深做透。”该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工商银行郑州分行坚持把此

次活动作为转变工作作风、履行政治担当的重

要抓手，分行党委班子带头开展大调研、大走

访，当好企业“首席金融服务官”，持之以恒开

展“行长进万企”活动，在常态化组织推进上下

功夫，在提升综合金融服务上下功夫，在履行

社会责任上下功夫，力争为企业提供更多优质

服务，实现金融质效、企业满意度双提升，彰显

工商银行责任担当。

按照规划，该行将持续加大在贷款规模、审

批权限、产品创新等方面的资源倾斜，优先将重

点包联企业纳入重点支持名单，对重点业务建

立绿色通道，加强上下联动，通过现场办公、联

合作业、“预审会商”等模式加快业务推进，切实

提高服务质效。同时，对符合工商银行信贷政

策和融资投向的合理融资需求，该行将确保“应

贷尽贷”，让更多企业享受到金融助企红利。

此外，结合前期活动推进经验，该行将积

极推广优秀案例，促进各分支机构在惠企助企

方面交流借鉴、相互学习，致力于营造良好的

活动氛围，有力有效帮助企业纾难解困，把金

融普惠工作落到实处。

“作为国有大行，工商银行始终扛稳金融

担当，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与实体经济共荣

共生。在金融普惠的奋进征程中，工商银行郑

州分行将牢记金融本源，以金融之力解决企业

燃眉之急，以高效服务解除企业发展后顾之

忧。”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行将纵

深化实施“行长进万企”专项活动，以真抓实

干、久久为功的身姿投入到“行长进万企”活动

中去，进一步提升惠企助企工作质效，促进郑

州市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苏立萌 李渊

♣ 周振国

成语英雄数韩信

♣ 梁永刚

念念不忘的庄稼花

史海钩沉

人与自然

诗路放歌

荐书架

♣ 马林霄萝

《斑马》：书写当代女性生存困境

♣ 周英

英雄的墙

春月中原（国画） 贾发军

名人故事多、入典多，也是成语典故的源头
活水，而典出韩信的成语竟多达三四十个，且贯
其一生，几可作传，也是鲜见。

韩信早年落魄，贫而无行，曾一连数月到下
乡南昌亭长家蹭饭，时间长了人家媳妇不待见
他，他便怒而离去。有位漂母，即帮人漂洗衣物
为生的婆婆，看他可怜，便给了他几十天饭吃。
淮阴有个年轻的屠户欺辱他，让他从胯下爬过
去，韩信虽长得高大，喜欢佩刀带剑的，但踌躇
再三，还是照做了。后来韩信衣锦还乡，感恩漂
母，赏赐千金，只赏了那个亭长百钱，说他好事
没做到底；而对于那个屠户，韩信非但没有找他
说事，还感谢他让自己学会了忍辱，因此封他做
了中尉。成语“一饭千金”“为德不卒”和“胯下
之辱”，便出在这里。

秦末世乱，到处举兵。韩信先投奔项梁、项
羽，未得重用。刘邦入蜀后，韩信离楚归汉，做
管理仓库的小官，他将粮仓开前后两个门，把新
粮从前门运进去，旧粮从后门拉出来，这样便解
决了粮食在蜀中炎热潮湿的环境下久放变质的
问题。这便有了成语“推陈出新”。

但韩信志不在管理仓库，他多次通过萧何
和夏侯婴推荐自己，眼看无望后便弃汉而逃。

“萧何月下追韩信”震惊了刘邦，萧何借机再次

举荐韩信，说韩信是举国独一无二的人才。刘
邦信了萧何，择良辰吉日，沐浴斋戒，筑高坛，拜
韩信为大将军。拜将完毕，刘邦问计韩信。韩
信说项羽勇猛无比但不善于用人，像女人一样
心慈却舍不得封赏下属，表扬刘邦入武关时讲
群众纪律，百姓归心，说大王只要如此这般这
般，不用发兵，传一纸文书便可搞定三秦，这在
史上称“汉中对策”。刘邦深以为然，相见恨
晚。成语“国士无双”“筑坛拜将”“匹夫之勇”

“妇人之仁”“秋毫无犯”和“传檄可定”便典出
于此。

刘邦起用韩信，并采纳张良的意见，让韩信
“独当一面”，从此如虎添翼。而韩信则如鱼得
水，一展其统兵作战的雄才大略，定三秦，平魏，
破代，亡赵，降燕，灭齐，直至决战垓下，打败项
羽，名闻海内，威震天下。这其中，韩信曾先后
创造了“先声后实”“拔旗易帜”“背水一战”“置
之死地”“人自为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十
面埋伏”和“问路斩樵”等兵略战法（其中“问路
斩樵”出自西汉演义版），这些兵略战法有的可
见《韩信兵法》中，但无一例外都成为中华成语
故事中璀璨的明珠。

韩信的胸襟智慧在这其中也得以充分体
现。汉赵对决中，谋士广武君李左车曾献计

赵国代王成安君陈馀，说韩信缺粮，“师不宿
饱”，乃疲惫之军，应如此这般出奇制胜。但
成安君愚，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这才使韩
信有了机会。亡赵后，韩信非但不杀广武君，
还以师礼相待，虚心讨教，终以广武君恩威并
举降燕之计，不废一兵一卒，降服了燕国；而
就在此次问计中，流传下来“褕衣甘食”“情见
势屈”“案甲休兵”“咫尺之书”和“从风而靡”
等成语。

刘邦曾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
吾不如韩信”，而成语“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兵仙神帅”“略不世出”“勋冠三杰”“功盖天
下”“不赏之功”“功高震主”等，也都是源于称
颂或说道韩信本事和功劳的，足见其不凡。遗
憾的是，“汉初三杰”中，韩信既没有张良的眼力
见儿，能看出刘邦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来个功
成身退，也没有萧何和刘邦的关系铁，相反，他
竟不知道为人处世要低调一点，《史记》说他“伐
功矜能”，即喜欢显摆自己的功劳和本领，说如
若不然，他能比周朝的周公和姜子牙。但历史
不讲如果，他这方面的情商就是低，低到由王而
贬为侯后，竟不屑与周勃、灌婴等侯爵为伍，还
当面嘲弄以礼待他的樊哙，成语叫“羞与哙伍”，
真是令人无语。

不过有一点，韩信感恩刘邦是真的，特别是
在被刘邦无奈封为齐王后，曾发誓永不叛汉。
项羽在势危之时曾派谋士武涉游说韩信，离间
他单干，愿项刘韩三家分土而王；他自己的谋士
蒯通也曾提醒“人心难测”，劝其“鼎足而居”，
也就是离开刘邦，坐地称王。但韩信说刘邦对
自己“解衣推食”“言听计用”等，对他有恩，且
他和刘邦乃“金石之交”，不忍负之。

其实事情闹到最后，韩信反不反已经不重
要了，重要的是刘邦忌惮他、容不下他，所以陈
平无奈献计“伪游云梦”，夺了他的兵权，吕后更
是歹毒，让萧何设局，将他诱杀于长乐宫钟室，
夷灭三族，成语谓“钟室之祸”。

韩信故里，江苏淮安淮阴侯祠有一副对
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十个字概括
了韩信的一生与萧何、与漂母和吕后的关系，
令人感慨。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思
跟这差不多。问题是，韩信引萧何为知己，而
萧何的眼里恐怕只有他那寡情的主子，这才
是韩信的悲剧所在。太史公司马迁不惜重墨
写《淮阴侯列传》，想必也是和世人一样，同情
和感怀英雄韩信的悲剧命运吧？这当然也是
其成语典故多，长歌当颂名垂千古的一个重
要原因。

在乡间，叫上名、叫不上名的
花有很多，令我最念念不忘的就
是故乡的庄稼花。

春天的这方舞台上，最先登
场的是油菜花。油菜花是庄稼花
中的名门望族，开得最恣意、最热
烈，或独自成块成片，汇聚成气势
宏大的黄金方阵，绵延数十里而
不衰；或套种麦垄之中，为绿浪翻
滚的麦海镶嵌出道道金边。三四
月间，老家村后山坡上的几百亩
田地里，金黄灼眼的油菜花竞相
开放。初开的油菜花最惹人喜
爱，先是青绿中夹带点点嫩黄，似
乎有些胆怯，过不了多久，黄色的
笔触便越来越浓重，逐渐变成了
耀眼灿烂的金黄，浓郁花香引来
蜂飞蝶舞，好不热闹。举目望去，
山坡的沟沟壑壑里，平坦的田野
阡陌上，一垄垄一片片油菜花，在
阳光的照射下，黄得纯真透彻，热
烈奔放。贪玩的孩童穿梭在油菜
花地里，像奔跑于一幅徐徐展开
的画卷中。

紧随油菜花的是蚕豆花和
豌豆花。它们好似一对孪生姐
妹，楚楚动人，温婉雅致。蚕豆
开花，大致是清明过后。它的花
很别致，模样也好看，花瓣或白
或红或暗紫，黑白各半的花心像
极了一对黑色的眼睛。乡谚说：

“蚕豆花开，把眼睁开。”远远望
去，蚕豆花瓣好似描了浓浓的眼
影，不到凋谢，花瓣上的一双大
眼便始终睁着。豌豆则是田野
阡陌上最秀美的农作物之一，花
美叶也美，如月牙、像小船的豌
豆角更美。阳春三月，在杨柳风
的轻抚和春雨的滋润下，鲜嫩的
豌豆苗从浅绿到碧绿再到油绿，
一天比一天光鲜亮丽。在时令
的催促下，豌豆苗伸出了对生的
豌豆叶，像一对对蝴蝶的翅膀，
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清明节
过后，豌豆花盛开了，粉白、浅
红、淡紫的花儿竞相开放，招来
蜂蝶来回穿梭，采花酿蜜。

庄稼花的家族中，小麦花却
是温婉朴实的姑娘，没有婀娜身
姿，没有醉人芳香，悄悄地开，静
静地谢。春风拂过，麦苗返青，踏
着时令的节拍，经过拔节孕穗出
芒的一路跋涉，小麦终于抵达扬
花的渡口。小麦花太渺小琐碎，
不惹人瞩目倒也罢了，就连那些
同样微小的蜂啊蝶啊也懒得亲近
它们。风和阳光却不嫌弃，在小
麦开花的前夕，先是热情的风儿
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紧接着阳
光也赶来了，轻轻吻了一下它的
脸颊。风和阳光促成了一桩美好
花事，午后的小麦花灿然开放，一

脸满足。
吃着农家饭长大的我对小

麦花有种与生俱来的熟稔。年
少的我曾经匍匐在麦地里仔细
端详过，那麦花细小如芥，白中
带黄，隐藏在狭长的叶子间，遍
布于翠绿的青穗上，细细碎碎，
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暗香，让你油
然心生怜惜。

土里刨食的农人，可以对桃
花杏花视而不见，却极其在意这
不起眼的小麦花。在庄稼人看
来，扬花是麦子的盛事，关乎着
籽 粒 的 饱 瘪 ，蕴 藏 着 丰 收 的 期
冀。小麦花娇嫩，经不起风的摇
晃和雨的涤荡。到了小麦扬花
的那几日，祖父总是心神不宁，
一大早起来就站到院里看天，久
久地看，唯恐起风下雨，吹落麦
花。对于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
道的祖父来说，小麦开花是一场
隆重的盛典，自然不能少了他这
个最忠实的观众。小麦花期很
短，祖父常说，小麦开花，一袋烟
工夫。一地的小麦悄无声息地
开着花，祖父就蹲在地头专注虔
诚地看着。一袋烟抽完了，小麦
花也凋零了。祖父用爱怜的目
光逡巡着一地麦花，口中喃喃自
语：“小麦开花了，麦粒就要鼓起
来了。”

杜鹃一声鸣叫 唤醒
漫山遍野的花朵 恬静的 热烈的
壮丽而幸福 灿烂并芬芳
又到清明时节 伫立在英烈墙前
插一束玫瑰 向你诉说
这个春天的故事 还有
一片深深的怀想

律动信念的脉搏
你把生命最美的时节
开成 质朴刚正的花样年华
沉思赶考的答卷 你把血色的浪漫
淬成太阳之花
你用忠诚的颜色 绘成
庄严 安然 神圣 温暖的风景
翻开一页页故事 有雷电霹雳
也有雨露虹霓 这是一方坚硬的圣地
丈量着崇高与伟大 辉耀着旗帜和勋章
这面墙 盛开着生命之花
奔涌着滚烫的热血
每一个日子 都有新鲜的紫燕在歌唱
每一条小溪 都有俊俏的花心在流淌

每到这个时节
花朵里的你 依然年轻 依然豪放
一次次出生入死 一幕幕剑影刀光
源于信仰 凝聚着警魂的力量
忘不掉 杜鹃花盛开的季节
你血染的风采再度回放 二十年前
一个无星无月的夜晚 一阵风暴袭来
猎枪的子弹像流星一样 射出罪恶的枪口
划破梦的寂静 穿透青春的胸膛
一个挺身而出的壮举 铮铮脊梁
铸起一堵摧不垮的铜墙 于是
一枚大地的种子 扎根民心
花开春天 感召着斗志和方向
你说 你的乳名叫公仆 你的脚步
永远在前行的路上 你含笑拜别
却轻触 鲜花丛中母亲流泪的期望

清明 你成了亲人思念的诗与远方
此时 我与你对视 互道珍重
你灿烂的笑容 仿佛洋溢在昨天
你深邃的眼睛 依然沐浴着朝阳
在这片热土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读懂 你深深留印的坚定
都会追逐 你勃勃奋进的铿锵
风霜雪雨英雄劲
春夏秋冬锦绣长
感恩芳华 雄起一面春天的墙
红花烂漫 英气浩然
百回坎坷 万丈光芒

长篇小说《斑马》从傅真
的部分真实经历改编而来，她
曾经因为数次先天性流产，远
赴泰国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
帮助。《斑马》以 30 余万字的
厚重体量，充分书写了当代各
个阶层的女性在婚姻、家庭、
职场、个人选择方面的困境，
也可以看作是傅真的疗愈之

作。傅真认为，女性不像男性
有稳定清晰、符合主流的性别
认知。“现在传统的女性形象
已经崩塌了，我们不想做女
神，不想做贤妻良母，也不想
做辣妈或者超人妈妈，但是新
的认知还没有建立起来。在
这样的混乱和分裂中，我们变
得更加焦虑。”

这本书一面世，就引起业
界关注。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称
赞这是一部令人惊讶的、混合
的，又充满丰富性的作品。《斑
马》包含了对于婚姻制度的考
量、对死亡的观察、关于救赎
与消极性的思索。为了处理
庞杂的内容，作家有意设计了

两个对比鲜明的对照组，来自
英国的 40 岁女记者艾伦，与
来自中国某省、怀着传宗接代
的任务、最终在异国自杀的于
姐。季亚娅认为，在女性写作
的话题里，傅真注意到不同类
别的女性面对生育时既不同
又相通的处境。“不管我们在
哪个地方生育，是在田间地
头，还是在曼谷借助医疗手
段、可以享受医导服务的诊
所，当你面对生育这一刻，你
是无助的，你是自己和自己对
话，这个处境又是共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