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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邮储银行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邮储银行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肯肯++邮邮””跨界融合特色网点跨界融合特色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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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银行网点不仅是满足客户金融需求的重要平台，还成为展现

银行社会责任与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通过打造一

系列特色网点，不仅为客户提供了优质的金融服务，还在细微之处向客

户传递出温暖的人文关怀，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近年来，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积极探索金融服务的创新路径，通过跨

界融合、主题打造等方式，为传统银行网点注入新活力。邮储银行北京

中关村西区支行与肯德基开展跨界合作，将“邮政绿”与肯德基的经典

红色元素巧妙融合，打造出“肯+邮”跨界融合特色网点。客户在品尝美

食的同时，还能随手翻阅报刊、选购邮政文创产品，也可以通过自助明

信片打印机，将祝福和思念寄给远方的亲人或朋友。温馨的场景，折射

出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在创新服务上的用心与细致。这种独特的合作模

式打破了行业界限，将邮政业、金融业和餐饮业有机融合，为客户提供

了一站式的多元化、便捷化服务体验。

除了“肯+邮”跨界融合特色网点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还推出了多

个主题鲜明的特色网点。在邮储银行北京望京直属支行，以“锦鲤邮好

运”为主题的特色网点里，寓意着吉祥与健康的锦鲤元素随处可见，向

客户传递邮储银行的美好祝愿。邮储银行北京东城区支行辖内双井支

行致力于打造成为一个温馨的交友平台，网点内布置了许愿树、打卡墙

等，还联合社区、企事业单位共同策划特色公益联谊活动。这种创新的

服务模式，在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之余，还致力于让客户在网点度过一

段美好时光。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在打造特色网点的过程中，始终将客户的体验

放在首位。为提供贴心、个性化的服务，邮储银行倾听客户的需求，营

造舒适且兼具个性化的服务环境。邮储银行北京朝阳区直属营业部设

立了宠物友好特色网点，网点内设有宠物安置点与饮水区，为携带宠物

的客户提供便利，让客户能够安心办理业务。同时，该网点还设置了

“为爱击掌”打卡墙，搭建关爱流浪动物的桥梁，号召更多客户为流浪动

物献爱心。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还依托特色网点，积极探索金融科技创新。邮

储银行北京金融大街新华里支行精心打造了新质生产力特色网点，将

更多金融资源进一步投向创新主导领域，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

该网点以“算力+金融”创新融合为中心，与摩尔线程等科技企业深度合

作，为企业提供上亿元资金支持，助力国产 GPU（图形处理器）研发。这

种对科技创新的坚定支持，不仅

推动了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也为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业务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

此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还

积极助力城市科技创新与文化建

设。邮储银行北京西城区直属支

行打造“书香网点”，通过举办读

书 沙 龙 、图 书 共 享 等 服 务 ，打 造

“15 分钟阅读圈”，建立“金融+阅

读”新模式。宽敞明亮的网点厅

堂里设置了阅读区，书香与雅致

的装饰风格相融合，吸引了众多

市民前来体验。这种创新的服务

模式致力于在推动全民阅读、助

力书香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通过建设特色网点和推出创新服务，不仅为客

户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体验，还在履行社会责任、展现企

业担当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未来，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继续坚守“金

融为民”的职责使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

质量。邮储银行将继续保持创新精神和人文关怀，依托特色网点和创

新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贴心的金融服务体验，同时积极参

与 社 会 公 益 事 业 ，为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建 设 和 谐 社 会 贡 献 邮 储 智 慧 与

力量。

12 月 中 旬 ，黄 河 岸 边 寒 风 凛 冽 ，青 海

民 和 回 族 土 族 自 治 县 中 川 乡 金 田 草 滩 新

村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已经入住的

村 民 张 灯 结 彩 ，还 没 有 入 住 的 村 民 忙 着

装修。

“一点点拾掇，一件件置办，新家越来越

像样了！”搬进金田草滩新村的杨福成脸上

洋溢着笑容。

2023 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肃临

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造成青海省

海东市民和、化隆、循化 3 县受灾，其中，民

和县中川乡金田村 和 草 滩 村 因 为 地 震 引

发“ 砂 涌 ”现 象 ，成为青海灾区受损最严重

的区域，杨福成家就在这里。

一年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青海干部群众在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撸

起袖子、争分夺秒，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灾后

重建任务。现在，灾后重建区最美丽的是学

校，最整洁的是民居，最温暖的是群众满意

的笑容。

安心住   政策好

140 平方米的户型，上下两层格局，通

透明亮的全封闭阳台，玻璃暖房一角炉火正

旺。“心里一直没底，搬进来就真正踏实了。”

杨福成和妻子说起从失去家园的那一刻到

住进帐篷，再到住在板房的这 10 多个月，

“房子在眼前一天天建起来了，真心感激所

有建设者。”

重建后，原本毗邻而居的金田村、草滩

村仍然屋宇相连，合称“金田草滩新村”，这

里共安置了 276 户人家。从空中俯瞰，土黄

墙、红砖顶的庄廓院整齐排列，巷道里的柏

油路铺到了家家户户大门口。那些画在纸

面上的效果图，如今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已

落地迁入。

“齐心协力建家园，喜迁新居感党恩”，

最 早 搬 进 来 的 几 户 人 家 贴 上 了 大 红 的 对

联。村民忙着拾掇院落、打扫卫生。施工和

装修车辆来来回回，叮叮当当的装修声不绝

于耳。

根据每户家庭人口情况，安置房面积从

80 到 160 平方米不等，保障不同家庭人口居

住需求，新房费用来自政策补贴、个人自筹

等渠道。

“ 每 户 的 院 落 为 四 分 地 ，也 就 是 大 约

267 平方米。如果村民选择 80 平方米的户

型，自己不需要掏建房费用，全部由政府解

决；超出 80 平方米的部分，按照每平方米

1950 元的价格补交。目前我们村选择 80 平

方米户型的村民最多。”金田村党支部书记

杨德录介绍。

地震发生一年来，青海 36527 户受损农

房已全部完工。

“回顾一年的艰辛付出，昔日破碎的家

园已涅槃重生，我们探索出了一条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群众参与的救灾

重 建 之 路 。”海 东 市 市 长 王 华 杰 表 示 。 如

今，海东市灾后重建住房布局更加合理、安

全更有保障。

记者从金田草滩新村看到，村里的党群

服务中心、老年食堂等公共服务配套项目也

已建设完成，正逐步投入使用，受灾群众生

活步入正轨。

保进度   保质量

“我想在院墙上开一个车门，能不能让

施工队来看看？”“家里不够暖和，需要装个

玻璃暖房，马书记你介绍一个吧！”……金

田草滩新村内，正和施工方检查雨污管网

的中川乡党委副书记马玉明电话不断。“大

家搬进新房子，后续保障工作也得跟进。”

马玉明说。

灾后重建项目工期短，赶上今年雨水

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交房、保质量？民

和县住建局副局长孙亮亮坦言“压力很大”，

据介绍，一开始，住建部门制定出详细的重

建规划与施工计划，明确各阶段任务和时间

节点，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同时还要协调建

材 供 应 商 ，保 障 钢 材 、水 泥 、砂 石 等 稳 定

供应。

“各部门沟通、配合，及时解决重建中出

现的问题，形成了每日会商制度和重大事项

联席会议制度，每周五下午定为工地开放

日，由专业的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带领群众代

表 对 项 目 的 建 设 进 度 和 工 程 质 量 进 行 监

督。”孙亮亮补充说。

“ 质 量 不 过 关 者 ，推 倒 重 来 ！”海 东 市

委和市政府早早定了调子，在市级层面专

设项目前期审批“绿色通道”，全天候服务

保 障 ，并 严 格 落 实 项 目 清 单 式 管 理 、调 度

预 警 机 制 ，高 频 调 度 、高 效 推 进 项 目 建 设

进度。优先推进农房建设项目，逐户制定

方案。

最近，在民和县前河乡工作的杨鹏作为

包 联 干 部 ，忙 着 为 搬 迁 群 众 做 服 务 保 障

工作。

“我本身就是金田村人，和群众沟通很

方便。”从 10 月底驻村以来，大到装修、小到

采购办证，杨鹏天天往包联的四户人家跑，

问需求、提供帮助，确保受灾安置群众安心

住新家。

据民和县委组织部部长祁东良介绍，这

一年，受灾乡镇普遍面临干部人员紧缺、工

作 力 量 不 足 的 问 题 ，组 织 部 门 及 时 选 派

20 名干部参与中川乡、官亭镇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抽调 38 名干部赴中川乡协助开展

群众回迁工作。

“包联干部不仅要当好政策宣传员，走

村入户，详细说明和解释房屋修缮加固及装

修回迁的政策规定和相关细节要求，还要当

好民情联络员，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回

应群众诉求，解决受灾群众现实困难。”杨

鹏说。

有产业   稳得住

民和县巴州镇草莓种植大棚里，草莓秧

沿着田垄铺开，鲜红饱满的草莓吸引了不少

人前来尝鲜。

“农民经纪人”冶文俊带着 6 个村民在

大棚里摘果，新鲜的草莓将在下午 5 点之前

送往县城出售。“活儿不累，平均每天工资

100 元，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冶文俊有自

己的盘算：今年学学种草莓的技术，明年自

家承包一个温棚试种。

地震发生后，巴州镇启动了地质灾害避

险搬迁，集中安置点位于巴州镇巴二村、羊

羔滩村。

冶文俊家住巴州镇羊羔滩地质灾害避

险搬迁集中安置点，以前的家在巴州镇上

宣村，上宣村距离巴州镇中心 30 多公里，

处在地质灾害带上，“政府多次做工作让我

们搬到这里居住，还让我们免费承包种植

大棚。”为了让搬迁户有收入，巴州镇政府

鼓励 44 户搬迁群众免费承包示范园大棚

种植蔬菜瓜果。

羊羔滩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集中安置点

涉及 5 个村，安置群众 44 户 206 人，白墙灰

瓦徽派建筑，村巷里的路灯上挂着火红的中

国结。

巴州镇杨家湾村避险搬迁户张治军是

第一批搬进新居的住户，“家里人不多，120平

方米的这个户型正好，自己添了钱，装修和

买家具还享受了政府的家装和家电补贴。”

厨房里，张治军的妻子杨丽在往炉子里添

煤，“这个炉子和地暖是通的，在山里住了半

辈子也没想过有一天我们也能用上地暖。”

杨丽说。

“老板，拿桶方便面！”听到有人喊，杨

丽向屋外走去。“依据群众意愿和规划，我

们将农户住宅分一层和二层，面积为 80 至

150 平方米，有 4 种户型。”巴州镇党委书记

谢成义介绍，为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就业、可致富”，每户还规划了一间房

屋作为商业用房。张治军用这一间商业用

房开了一家小卖部。“我家一搬进来就开了

小卖部，抢占了先机。”张治军对新家园充

满了期待。

“现在党的政策好，不仅帮我们从山上

搬下来，还给我们把挣钱的事儿也想好了！”

杨丽感慨。

完成搬迁安置，是灾区重建的一大步，

也是长远发展的一小步。受灾群众不仅要

能“ 搬 进 去 ”，更 要“ 住 得 好 、能 增 收 、可

持续”。

“我们在规划之初就考虑发挥安置点集

中连片的优势，利用 44 间商铺实施商业步

行街、饮食文化街项目，构建‘山下有新村、

振兴有产业、幸福有盼头’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谢成义说。

震后一年，积石山地震青海灾区 36527 户受损农房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群众迁新居  喜迎新生活
本报记者   贺   勇   王   梅

“刚来时，右半边身体不能动。现在右

手不仅能活动了，还挺有劲儿。”看着老伴

儿身体一天天恢复，路月坤觉得日子有盼

头了。

87 岁的路月坤是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人。3 年前，老伴儿突发脑梗，导致半身不

遂。去了多家医院，都说康复希望不大。

在家照顾不专业，听邻居说县医院医养中

心看护不错，去年 10 月，路月坤便将老伴

儿送到巨鹿县医院医养中心，办了入住手

续。“这里护理很专业，每天上午 9 点，医生

来给她按摩、电疗，指导做康复训练，手、腿

慢慢能活动了。”路月坤说，1 年多来，在医

护人员的精心看护下，老伴儿的精气神儿

越来越好了。

“医养中心就是设在医院的养老床位。

目前，200 张床位已经住满，还增加了 17 张

床位。”巨鹿县医院医养中心主任田月芬介

绍，医养中心除了提供生活照料外，还提供

护理、康复指导、治疗等医疗服务。长期以

来，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互相独立，养老院

不便就医，医院无法养老，无形中增加了群

众就医养老两头跑的烦恼。为解决这一问

题，2016 年起，河北省邢台市开启医办养

改革，同时拓展养老院医疗服务。

“近几年，我们通过鼓励市县医院增设

养老床位或老年医学科，引导专业养老机

构增加医疗服务，不断推动实现‘医中有

养、养中有医’。”邢台市卫健委党组书记、

主任杨辉表示，除了市县两级，针对广大乡

村地区，邢台将乡村养老机构、幸福院和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在一起，大力推行“医养一体、两院融合”模

式，让群众进一个门能同时满足医疗和养老两种需求。

“在本地 60 岁及以上老人中，有 3.34% 属于失能、半失能老人。

这部分老人居家养老虽有儿女陪伴，却少了专业照护。住在专门的

医疗或养老机构，照护费用又特别高。”邢台市卫健委副主任刘君红

介绍，针对这一情况，自 2019 年起，邢台市推出长期护理保险，通过

建立“全民缴费+财政补贴+医保统筹基金+福彩公益金补助+社会

捐助”五方共担的资金筹措机制，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负担。

78 岁的李恒春在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住了近 9 年的时

间，在没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之前，康复护理 1 个月要花费 4500 元左

右。“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后，每个月能报销 2700 元，个人只需要支

付 1800 元。老人在这儿还有专人照料，医护人员实时掌握情况，

一旦病情有变化，医院会立刻安排专业医生护士处理。”清河县中

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说。

“近两年，我们整合多部门力量，积极探索建立‘养共体’养老

新模式，打造责任共同体、管理共同体和服务共同体，构建‘大养

老’格局，大幅提升基层健康养老服务能力。”杨辉介绍，截至目前，

全市 53 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227 家养老机构设

置卫生室和护理站提供医疗服务。全市 110 家乡镇卫生院和卫生

室实现了“医养一体、两院融合”模式，569 家农村幸福院有了医疗

服务支持，3.4 万人享受了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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