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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简称“建行湖南省分

行”）深度融入湖南省“三高四新”建设，加快构建多层

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服务体系，持续提升金融支持经

济社会发展质效，全面做好金融 5 篇文章。

以“智”提质，差别化提供科技金融产品

湖南三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小型科创

企业，公司研发的复合粉末载体生物流化床污水处理

技术（“HPB 技术”），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 2022 年《国

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水污染防治领域）》。在研

发过程中，建行湖南省分行持续助力，2019 年为企业

提供“科创贷”500 万元，2024 年以“信用+风补”模式又

投放贷款 5000 万元。

针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建行湖南省分行与湖南

省科学技术厅联合搭建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补平台，

推出“科技贷”“潇湘风补贷”等各类产品，完善股权投

融资服务体系。同时，充分运用各类差别化政策，为

成长期企业提供“科技支持贷+外部直投”解决方案，

为成熟期企业提供“贷款+综合财务顾问”解决方案。

截至今年 11 月末，建行湖南省分行服务的科创企业超

1.7 万户，科技信贷余额达 1830 亿元。

向“绿”而行，拓展绿色金融广度和深度

为推动长沙湘核新能源有限公司承建的蓝思科

技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提速提效，建行长沙芙蓉

支行成立专项小组，通过“绿色信贷白名单”机制，为

项目提供了 9240 万元绿色贷款，并给予一定的利率优

惠。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8
万吨。

近年来，建行湖南省分行聚焦生态环境、节能环

保、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打造全产业链服务能力和

综合服务体系，致力于推动绿色产业全面升级。截至

今年 11 月末，绿色贷款余额 1832.82 亿元，较年初增加

347.09 亿 元 ；绿 色 贷 款 余 额 在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中 占 比

19.92%，较年初提升 2.98 个百分点，助力湖南绿色低碳

发展。

精准“滴灌”，提高普惠金融覆盖率和满意度

位于湖南省永州市的新田东升农场面向粤港澳

大湾区市场供应蔬菜，因经营成本上涨，资金流紧张。

建行永州新田支行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为农

场提供 500 万元的贷款支持，解了农场的燃眉之急。

聚焦个体工商户、科创小微企业、对公结算企业、养

老机构等细分领域，建行湖南省分行将普惠金融从“供

给思维”向“需求思维”转变，结合湖南特色，创新推出

“银联商户云贷”“科技贷”“结算流水云贷”“潇湘医养

贷”等 34个分行特色产品，涵盖信用、抵押、质押等多种

方式，切实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截至

今年 11 月末，建行湖南省分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

1204.77 亿元，为湖南省内普惠金融贷款余额最大且首

个突破千亿元的国有银行。

做“暖”服务，提升养老金融力度和温度

聚焦民生保障，搭建政银“信息桥”。建行湖南省

分行与湖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合作，实现社保业务

在建行网点“就近办”；与湖南省民政厅合作，搭建一

站式、全生态安心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同时，积极开

展“养老中国行”公私协同营销试点活动，讲好“养老

第一课”。

聚焦信贷扶持，打造助企服务站。将养老产业纳

入优先支持行业进行管理，给予经济资本优惠、定价

审批“快速通道”等差别化优惠政策。截至今年 11 月

末，养老产业主要领域贷款余额 53.87 亿元。

聚焦便民服务，筑牢金融“爱心港”。建行湖南省

分行在全行完成网点适老化改造、老年客户服务爱心

窗口全覆盖的基础上，打造首批养老金融特色网点，

进一步提升养老综合化服务软实力。

乘“数”而上，赋能数字金融服务质效齐升

三一集团上下游有大量供应商，为进一步推动财

务和业务数字化转型，集团借助建行湖南省分行“E 信

通”企业金融服务平台，打造“三一金票”系统，累计实

现供应链融资超 230 亿元。近年来，建行湖南省分行

积极推进供应链模式创新，为湖南省 393 家重点企业、

产业链超 2 万户链条企业，累计提供超 1500 亿元的供

应链融资支持。

12 月 10 日，由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创新推

出、建行湖南省分行承建的“株洲市房票系统”正式上

线，并开立全省首张城中村改造“数字房票”，开启了

湖南省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数字化新篇章。同时，建行

湖南省分行还与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合作

搭建“安薪务工”平台，持续推动高效协同的数字社会

发展。截至今年 11 月末，平台累计为 233.40 万名农民

工发放工资 1035.57 万笔、金额达 648.8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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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下前，正和同事讨论着第二天的开庭工

作；人生的最后时刻，手里还紧紧攥着反复研究

的案卷……2023 年 3 月 9 日凌晨，一颗热爱人民

司法事业的心，永远停止了跳动——山西省长

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马厂法庭原法官韩旭辉，

在外出办案途中，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疾病，经

抢救无效辞世。此时，距离他退休仅有 4个月。

法袍在身、天平在心。韩旭辉在司法一线

奋斗 33 年，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理

心事，以“如我在诉”意识办好一件件民生小案、

做实一件件民生实事，被群众称为“太行山上的

好法官”。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追授韩旭辉同志“全国模范法官”称号，中共山

西省委追授他“山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先坐旁听席再坐审判椅，先敲农家门再

敲小法槌，先断家务事再释法理情，先摸准良

心再倾听民心，先上公正轨再开效率车。”在实

践中形成“五先”工作法，是韩旭辉 33 年司法事

业的宝贵经验，也是这位法官一生坚持司法为

民的缩影。

“再小的案件对当事人
来说都是百分百的大事”

听说韩旭辉离世的消息，王良芝老人倚着

门框流泪，念叨着：“这么好的人，咋就没了呢！”

王良芝和老伴儿的讨薪案，是韩旭辉生前

审理的最后一个案子。10 多年前，王良芝和老

伴儿在一家工厂看门、打扫卫生。后来，工厂

经营者因为其他案件被判刑入狱，工厂拖欠着

老两口的工钱，多年来一直没着落。

“听说有同样情况的其他工人，在韩庭长

帮助下要到了工钱，我们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到马厂法庭起诉。”王良芝说。

王良芝是这起系列劳资纠纷案中其中一个

案件的原告。这些年，这起系列案件陆陆续续

开庭上百次。作为主审法官，韩旭辉操碎了心。

为了帮老两口要回工钱，韩旭辉一趟趟地

跑，想尽办法维护务工人员权益。韩旭辉离世

前，正是为了这个案子到临汾监狱开庭。

在奔走的间隙，韩旭辉还嘱咐老人的儿子：

“父母年龄大出来一趟不容易，你带他们转转。

工钱，我帮他们要。”韩旭辉和王良芝一家相约

再见。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涉及金额都不大，但韩庭长说，这都是群众

的血汗钱，必须要回来。”参与办案的潞州区人民

法院法官马晨辉说，涉案企业管理混乱，档案不

健全，有人甚至提供不了基本的劳务关系证明，

为了帮群众要到工钱，韩旭辉创新思路，让大家

提供包括工服、工牌、手套等在内的间接证据。

“再小的案件对当事人来说都是百分百的

大事！”这是韩旭辉生前对年轻法官常说的一

句话。他把每个当事人的小事都当成心头大

事，倾情付出，倾力而为，最大限度降低劳动者

维权成本，为群众解烦忧。

在审理另外一起农民工讨薪案件的过程

中，韩旭辉为了确保判决结果执行到位，及时维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在判决生效后将审判职能

向后延伸，与执行法官一起督促当事人履行判

决义务。最终，这些农民工顺利拿到了工钱。

成俊堂就是其中一个。“韩庭长为人正直，

对人热情。他说，给你们要工钱是我的职责所

在，我尽量把这个钱要回来。”成俊堂说，工友

们永远感激他。

“一定要先到当事人家
摸准实情，调查得越细结案后
越踏实”

每次开庭前，韩旭辉一定会坐在旁听席或

者书记员的位置，以唠家常的方式，了解双方

矛盾起因，帮助他们缓解紧张情绪。

先坐旁听席再坐审判椅，这是韩旭辉多年

来保持的习惯。

“老韩一点架子都没有，说话特别和气。”

和韩旭辉打过交道的群众，都说他是个平易近

人、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法官。马厂法庭管辖

马厂、黄碾、西白兔 3 个乡镇，辖区内村民多。

为了节约成本，很多当事人都是自己出庭。但

他们大多缺乏专业知识，对上法庭有畏难情

绪，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庭审效果。因此，韩旭

辉坐到旁听席上，用家乡话跟当事人唠唠，让

他们放松下来，也更容易找到矛盾的症结。

“开庭也许只要一个小时，但韩旭辉在开

庭前化解矛盾可能会用半天时间。”潞州区人

民法院副院长牛志华说，凡是韩旭辉坐在旁听

席聊过的案件，很少有上诉的，“法律讲清楚、

道理说明白，矛盾自然不上交了。”

“办案子，一定要多到现场。”“一定要先到

当事人家摸准实情，调查得越细结案后越踏

实。”这是韩旭辉对自己和干警的要求。

在办理一起邻里纠纷案件时，当事人双方

都说自己的宅基地实际尺寸不够，觉得对方多

占了。庭审中，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可又提不

出啥证据。韩旭辉当即决定休庭。“走，到现场

去！”韩旭辉带着同事到地方后，从后备箱拿出

皮尺、水平仪，当场就量了起来。

现场勘验获得第一手资料后，韩旭辉有针

对性地释法说理，打通了影响邻里关系的“心

墙”。最终，当事人在清晰的图纸与准确的数据

前认了理、服了气：“法院怎么判我就怎么办。”

“先敲农家门再敲小法槌”。韩旭辉的皮

尺跟着他跑过村头巷尾，丈量过许多案涉现

场。“案结事了，就是一趟趟跑出来的。咱们虽

然累，但很值！”他说。

韩旭辉扎根基层一线，坚持司法为民，他

生前办理了各类案件 3000 多件，重法理、明事

理、讲情理，把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赢得了群

众的信赖、尊重和赞许。

“判决结果不仅限于案件
本身的定分止争，还为群众
提供了行为标准和价值取向”

在马厂法庭，挂着一张韩旭辉巡回审理一

起赡养案的工作照。照片上，附近的乡亲来了

不少，里三层外三层地在院子里旁听。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两位七旬老人，被告是

老人的三个儿子。因为分家析产时存在分歧，

三个儿子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为了解开一家

人心里的疙瘩，韩旭辉开庭前一次次上门做工

作，用朴实的话语梳理如团团乱麻的家务事。

经多次调解，三被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考虑到农村赡养纠纷较多，这起案件具有

典型普法意义，韩旭辉决定在村里公开审理。

他说：“要让群众看清楚、听明白，大家才能信

得过！”

“讲清了法理，讲明了事理，讲透了情理，

合议庭从多个角度出发，耐心细致进行引导。”

曾与韩旭辉并肩奋斗 13 年的法官郭涵墨，至今

难忘当天的场景。

用群众身边的事以案释法，村民们也受到

了启发和教育。巡回审判的当天下午，三被告

就把老两口接回了家。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村

子再也没有发生过赡养纠纷案。

韩旭辉常说一句话：“判决结果不仅限于

案件本身的定分止争，还为群众提供了行为标

准和价值取向。”

曾有这样一起引起“该不该赔”争议的案

子：因与顾客发生争吵，早餐摊摊主倒地后经

抢救无效死亡。面对复杂的矛盾和针锋相对

的当事人，韩旭辉掷地有声地表示：“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案件办理中，韩旭辉多

次到现场走访调查，逐帧查看监控，断明纠纷

始末，认定死者应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

回应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序良俗的期待。

“公正无私、毫无偏袒，办案既讲法又重

情 。”这 是 企 业 法 务 工 作 者 韩 伟 对 韩 旭 辉 的

评价。

有一次，韩伟想让韩旭辉帮忙，在案件审

理中拖一下时间，让企业缓一口气，被当场拒

绝。韩旭辉告诉他：“法律就是法律、程序就是

程序。你们难，对方也难，不能及时收回货款

同样要面临资金链的断裂。”在后来的案件办

理中，韩旭辉深入双方企业详细了解情况，多

次组织调解，设身处地为他们找出路、想办法，

促成双方互谅互让，最终达成和解。

一身法袍，一生承诺。韩旭辉扎根基层一

线、守护公平正义，以恒心践初心、以生命担使

命。他的言行，成为人民法官忠诚干净担当的

最好诠释；他的笑容和身影，也留在了他温暖

过的每个人心中。

太行山上好法官
—追记全国模范法官韩旭辉

本报记者   魏哲哲

本报成都 12月 23日电   （记者

宋豪新）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座

谈会 23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杜甫草

堂 博 物 馆 举 办 。 两 岸 知 名 文 化 学

者、青年学生等约 100 人出席。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

宋涛在致辞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今年 4 月在北京会见马英九先生一

行时提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

自信，10 月在福建考察时强调促进

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举 办 此 次 座 谈 会 ，是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

行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两岸

同胞共同的“根”与“魂”，是我们共

同的传家宝。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需要深化两岸文化联结、赓续中华

文化血脉，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需要担负中华

文化使命、推动中华文化创新，需要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推进中华文化

繁 荣 。 两 岸 同 胞 要 坚 持“ 九 二 共

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分裂和外

来干涉，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为国家

统一、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在致

辞时表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

种。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

炎黄子孙，共享中华文化，绝不能数

典忘祖。民进党在台湾操弄“去中

国化”，注定不会成功，我们有责任

拨乱反正，守护中华文化。台湾青

年要牢记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根

源以及身为炎黄子孙的骄傲，增强

对中华文化的情感与认同。

两岸知名文化学者甘霖、葛剑

雄、康震、蒙曼、霍巍、冯明珠、杨渡

分别从不同角度围绕共同弘扬中华

文化主题发表真知灼见、深入座谈

交流，一致认为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历史根脉和文化

传统、共通的民族心灵、共享的美好未来，要深化两岸

人文交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去中国化”、“文化台

独”行径，共同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两岸青年学生代表从青年人角度谈了看法，表示

有中华文化才有根，有根才能站得稳、行得远，两岸青

年在文化交流中互学互鉴，建立深厚友谊，将并肩携手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崭新

活力。

座谈会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四川大学、马英

九基金会共同主办。座谈会前，两岸嘉宾和青年学生

共同参观了杜甫草堂博物馆，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增强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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