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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是《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第五年，也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第一阶段建设发展成效的大考之年。

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支持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金融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中

国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度重视金融支持区域协同发

展，充分发挥跨境业务专业优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

水平，当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排头兵，助力粤港澳

大湾区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

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持续贡献力量。截至今年 11 月末，中行广东

省分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 17997 亿元，较年初新

增 1352 亿元。

架设跨境金融桥梁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横琴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

台，一直以来致力于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作为进驻横琴时间最早的大型国有银行，中国

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简称“中行横琴分

行”）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扎

根横琴、服务琴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

服务。

今年 8 月 14 日，中国银行横琴澳门新街坊支行

正式对外营业，成为境内首家进驻“澳门新街坊”的

金融机构。这是中行横琴分行在推动粤澳深度融合

发展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2023 年“横琴 30 条”出台以来，中行横琴分行在

加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等方面，实现多功能自由贸易账

户、进口项下境外购汇支付业务、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

资本金直接入结算账户、非居民线上薪酬购汇业务等

10余项业务成功落地。截至目前，中行横琴分行国际

结算贸易、跨境人民币市场份额均超 80%。

从首推“大湾区开户易”服务、“粤澳共享贷”产

品、澳门“跨境钱包”，到首发横琴“澳门新街坊”双币

种收单业务、落地首批跨境理财通试点业务；从连续

3 年独家牵头协助广东省人民政府在澳门发行人民

币地方债，到连续 68 年不间断服务广交会……中行

广东省分行凝心聚力、强化担当，全力打造更便捷、

更普惠的跨境金融服务，以己所长融入对外开放大

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国有大行，中行广东省分行扎实做好科技金

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 5 篇文

章，奋力书写金融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今年以来，中行广东省分行聚焦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以金融为民的使命情怀，不断提升企业和百姓

的获得感。截至今年 11 月末，中行广东省分行科技

金融贷款余额超 2300 亿元，是中行系统内唯一一家

余额超 2000 亿元的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超 3733
亿元，承销发行境内外绿色债券近 200 亿元。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 2948 亿元，较年初新增 490.42
亿元。为超 800家企业、超 7万人提供企业年金服务，

累计建成养老服务示范网点 89 家。线上渠道月均服

务客户超 3000 万人次。

一组组亮眼数据，来自于中行广东省分行一项

项实在的举措。中行广东省分行提供涵盖“投、债、

证、租、保”的全方位金融服务，推动科技金融新模式

在广东创新产业落地；打造“中银绿色+”体系，持续

加大对绿色基础设施、清洁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

等领域的信贷投入；实施《惠·百千万整村授信服务

方案》，准入村镇项目超百个，“清远红茶贷”“阳江渔

船贷”“台山鳗鱼贷”等一批差异化产品落地见效；全

面布局养老金金融、养老个人金融、养老产业金融三大

领域，构建完整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粤澳跨境数据

验证服务赋能数字金融创新”等多项成果成为金融支

持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

从支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到以绿色金融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绿色产

业全面布局，再到以科技金融之力支持民营小微企

业发展壮大，中行广东省分行以实际行动切实做好

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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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清晨，一阵凛冽的风吹过，崔秀楠

紧了紧外套，快步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崔秀楠是黑龙江省大庆市创业城街道

创业八社区党支部书记。创业城街道居住

着 很 多 参 加 过 大 庆 石 油 会 战 的 老 职 工 。

2015 年，大庆油田为退休职工集中建设了居

住区，从那时起，崔秀楠就在社区工作。

“小崔书记来啦，快进屋！”居民郝春花

看见崔秀楠，连忙打开家门。

“郝阿姨，我看看您的手还肿不肿了？”

崔秀楠问。

“好多啦，用你说的办法，现在基本消肿

了。”郝春花招呼崔秀楠坐下。

郝春花和老伴张富礼，老两口一个 83岁、

一个 89 岁。去年深冬的一天，崔秀楠突然接

到郝春花的电话：“老伴去超市买东西，半天

也没回来，电话又打不通，你说这可咋整？”

张富礼身体不好，不时会犯糊涂，外面又下

着大雪，情急之下，郝春花第一时间想到了

崔秀楠。

“阿姨，您别急，叔叔戴了社区发的智能

腕表吗？我马上到平台确认下。”崔秀楠很

快确定了张富礼的位置，并赶到现场把他安

全送回家。

创业八社区共有居民 5000 多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占 37.5%。为此，社区积极向

民政部门反映，争取支持，对辖区高龄老人

家庭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免费配置电子围

栏、智能腕表、一键呼叫报警器等设备。针

对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崔秀楠采取“早看

窗帘晚看灯”的办法，时刻关注他们的生活

状况。

为了让社区老人老有所乐，创业八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将 2600 平方米空间、17 个房

间全年向居民开放。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喜

好，选择书法、绘画、舞蹈、钢琴等不同的兴

趣班。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了正在

组织诗词朗诵班活动的居民闫财。说起崔秀

楠，今年 78 岁的闫财有说不完的话：“从我搬

到这个社区就认识小崔，快 10 年了。我自己

的孩子都做不到天天见面，小崔却做到了，她

就像是我的亲闺女，有点啥事都想找她。”

为啥这么拼？崔秀楠给出了自己的回

答：“我只是做了一名党员、一名社区干部该

做的事。能够用我们的行动换他们的笑容，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更值得？”

黑龙江大庆市创业八社区党支部书记崔秀楠—

温 暖 呵 护“ 夕 阳 红 ”
本报记者   方   圆

板胡悠扬，锣鼓阵阵……临近中

午，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楼底村的农

民俱乐部里格外热闹。走进一看，“农

民大舞台”上几位 70 多岁的老人围坐

在一起，正在排练河北梆子经典剧目

《宝莲灯》。舞台下，30 多名村民看得

津津有味，到了饭点也不舍得离开。

“采药济世登华山，平生哪肯半日

闲……”跟着哼唱的李书新，是农民俱

乐部的“铁粉”，只要俱乐部排练，他就

会过来看，时间久了，自己也能唱几

句，“农民俱乐部，让小村庄也有了‘文

化味’”。

这个农民俱乐部成立于 2011 年，

成员 80 余人，是当地自发组织的公益

性文艺团体。“成员都是十里八乡的农

民和外来打工者。”俱乐部创始人李俊

岐说。

一支竹笛、一把二胡、一把板胡……

起初，靠着几样简单乐器，曾在当地文化

馆工作多年的李俊岐把一些热爱文艺

的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组织起来，在村

里组建俱乐部，通过文艺活动丰富村民

和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那时，一到傍晚，俱乐部门前的空

地上就热闹起来，跳广场舞、打鼓、弹

琴、拉二胡、说相声、唱河北梆子……

大家积极参与、热情高涨。

多彩活动引来关注。“俱乐部名气

打响了，我们还被邀请到城里参加电

视节目。”李俊岐说，不少人因为俱乐

部爱上了文艺活动，尤其是节假日，村

民聚在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村民精神

风貌焕然一新。

经过 13 年的成长，农民俱乐部在

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我们有民乐队、

歌舞队、曲艺队、战鼓队、创作组等 7 支队伍，原创节目 100 多个，

每年到农村、社区、工厂开展公益演出 60 多场。”李俊岐说。

俱乐部办得有声有色，村民生活也红红火火。“我是俱乐部成

立第二年加入的，刚开始连乐谱都不认识，没想到现在不仅能带

队演出，还能参与节目创作。”今年 80岁的战鼓队队长李连庭说。

不只是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俱乐部也为文艺爱好者提供

了展示平台。“党的政策支持咱，农民生活大改善，卫生院、文化

站，教育改革人人赞……”采访现场，曲艺队队长孙力华和队员

们即兴表演起群口快板，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语句，引得一

片欢声笑语。

“2013年加入俱乐部后，我获得了学习和演出机会。2016年，

经俱乐部推荐，我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寻找‘乡村名

嘴’比赛，还获了奖。”孙力华说，俱乐部让他的生活变得多姿

多彩。

“这几年，农村日渐富裕，村民的文化生活需求也日益增长，

俱乐部的人气越来越旺。”李俊岐说，接下来，他们将不断丰富活

动，持续增强村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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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北京 12月 23日电   （记者喻思南）近日，爆炸力学专家

孙承纬院士传记《高能汇聚   承载经纬：孙承纬传》在北京国家

科技传播中心发布。传记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详实记

录了孙承纬院士个人成长经历，呈现他对国防科研事业发展作

出的贡献，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高能汇聚   承载经纬：孙承纬传》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

料采集工程系列丛书之一。采集工程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牵

头，联合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 11部

门共同实施，旨在抢救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史料，保存精神遗产。

2010 年启动以来，已经出版 170 余种，印量 70 余万册，在宣传科

学家事迹、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科学梦想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出版 170余种

本报西安 12月 23日电   （记者张丹华）记者从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获悉：秦兵马俑二号坑自 1994 年正式发掘以来，于近日

首次出土高级军吏俑。目前，工作人员正在二号坑现场实验舱

对这尊新发掘的高级军吏俑进行深度清理和初步拼接。

高级军吏俑也被称为“将军俑”，一般头戴鹖冠、身披铠甲，

双手相握置于腹前，铠甲周边、双肩及前后胸部有精美的花纹图

案。目前，秦兵马俑仅发现了 10 尊高级军吏俑。

兵马俑二号坑的第一次正式发掘从 1994 年开始，1998 年完

成。第二次正式发掘从 2015 年开始，截至目前，二号坑已经发

现了骑兵方阵、弩兵方阵、战车方阵以及混合方阵。

自 1994 年正式发掘以来

秦兵马俑二号坑首次出土“将军俑”

三坊一照壁，圈出一方天地。小

院 内 ，天 地 院 负 责 人 和 学 光 整 日 忙

碌，“咱们丽江古城，像天地院这样的

文化院落，大大小小已有 30 个”。

天地院有 170 多年历史，位于丽

江古城中心地带。曾经有不少人上

门 ，劝 和 学 光 把 院 子 转 租 出 去 开 店

铺、办民宿，都被他一口回绝。

1997 年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

化遗产之后，得到更加严格有效的保

护。为了保护古城风貌，古城内的不

少建筑是不能按照现代社区标准改

造的。随着游客增多，不少人选择搬

出古城居住。

传统民居建筑、当地居民生活与

文化风貌是有机整体，进一步提高遗

产保护能力和水平，离不开当地居民

的参与。“文化遗产不仅是建筑，更承

载着宝贵文化。”如何挖掘保护、活态

传承古城文化？和学光想，天地院很

适合做纳西族传统歌舞民俗展演的

场所。1999 年，和学光在此筹办丽江

纳西文化传习中心，邀请当地人表演

纳西乐舞、展示东巴文化，并开展传

统文化培训。

2007 年起，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

和丽江古城管理有限公司坚持逐年

腾 出 一 部 分 公 房 ，用 于 建 设 文 化 院

落。2016 年，和学光的天地院成为丽

江古城的第十八个文化院落。

“房租优惠，每年还有资助。”和

学光说。天地院不是个例，丽江古城

每年投入上千万元，支持文化院落等

文化保护传承项目的建设、运营。

如 今 ，天 地 院 里 东 巴 乐 舞 一 日

三 场 准 时 开 演 ，吸 引 不 少 观 众 。 利

用 前 期 积 累 ，天 地 院 专 门 创 作 了 原

生 态 纳 西 歌 舞 ，并 设 计 了 纳 西 记 忆

与 乡 村 记 忆 两 个 特 色 展 厅 ，同 时 增

加 了 纳 西 文 字 、歌 曲 舞 蹈 教 学 等 互

动 环 节 ，吸 引 游 客 在 参 与 中 感 受 古

城文化。

走出天地院，还有书店诗社、象

形文字体验馆、手工坊……如今，丽

江古城的 30 个文化院落涵盖名人故

居、历史文化保护、传统工艺和纳西

民俗等丰富内容。游客既能参观体

验，也能开展深度研学。和学光说：

“丽江古城的故事，就在这些文化院

落里。”

由于文化院落数量众多，且散落

古城各处，外地游客想要找到并不容

易。丽江古城持续为文化院落引流，

吸引游客前往。“古城内的指示牌和

路标，最显眼的就是文化院落。”和学

光说。

2019 年 ，丽 江 古 城 设 立 经 营 准

入门槛和退出机制，严格控制总量，

清理业态空间并对古城内经营项目

进行分类管理，对不符合古城风貌、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的 业 态 进 行 限 制 ，对

弘 扬 、展 示 传 统 文 化 特 色 的 业 态 给

予奖励扶持。“网吧没了，酒吧少了，

古城越来越有文化味儿了。”和学光

说，“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到丽江古

城，爱上文化遗产。”

云南丽江建设 30 个文化院落—

古城小院   传承展示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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