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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璐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
专业的博士生，目前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布法罗分校传播系做交换生。去年 10 月，
她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
资助，赴美留学。留学不到半年，有挑战
也有收获。

谈到去美国学习的原因，孙璐说：“想
换个环境拓展自己的思路和视野。而且，美
国是传播学的学术中心之一，想去了解和
学习。”

压力扑面而来

刚到美国时，孙璐对新的生活方式不
太适应，尤其是饮食习惯，“我吃不惯美国
的食物，感觉比较油腻而且价格挺高的”。

此外，学校的位置远离市区，交通并
不便利。刚到学校时，孙璐去超市买生活
用品。“来回都是步行，大约花了 1 个小
时，回来的时候还摔了一个盘子。”这件
事给刚到美国的孙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异国他乡不比国内，所有的事情都要自
己处理。好在我的适应能力还比较强。”

除了生活方式的不适，对孙璐来说，
学习方式的不同也是一个挑战。语言就是
第一个难关。“虽然我的英语水平还可
以，但老师的语速非常快，而且课堂内容
涉及很多专业词汇，有时候会听不懂。”
她还发现，课堂上老师会提出问题让学生
自己探索答案，但中国留学生不太习惯大
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作业多、难度大、压力大是孙璐面临
的另一重挑战。“老师经常会给学生布置
阅读英文文献的作业。比如，有一门课一

周内要读 3 篇英文文献，每一篇差不多有
40页，压力比较大。”孙璐说。

尽管学习和生活有些压力，但孙璐还
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并渐渐适应了新的
环境。

分享中国文化

在生活、学习都步入轨道之后，在中
国传媒大学给本科生上过课的孙璐开始协
助导师给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本科
生上“中国电影”和“亚洲传媒与社会”
两门课。“有些美国学生对中国非常感兴
趣，除了讲授与课程相关的内容，我也会
给他们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等。”孙璐说。

对于这段经历，孙璐坦言对于自己以
后的发展大有裨益。“我希望回国后到高
校当老师，将自己所学分享给学生。”

除了在课堂上介绍中国文化，孙璐也
会参加一些活动，与外国朋友交流中国文
化。“学校有‘国际学生学者服务中心’、
文化交流小组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会
分享自己国家的文化。我只要有时间也会
去参加，曾经给他们介绍过元宵节，包括
节日寓意、吃汤圆看花灯等民俗活动，他
们还挺感兴趣的。”

视野变得开阔

谈到出国留学的收获，孙璐说：“除
了英语水平的提高，感觉视野更开阔了，
留学是值得的。所以，我很感谢支持我留
学并给予我帮助的博士生导师张丽老师。”

就如何应对国外的留学生活，在孙璐
看来，首先要提高英语口语水平。“我来
美国学习最大的感受是提升自己的英语口
语能力很重要。要多和当地人交流，不要
怕说错，还要主动了解当地文化。”其
次，要提高自己的独立能力。“美国的快
递、外卖不如国内方便，身边又没有父母
和朋友帮助，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解
决，增加生活技能非常重要，如做饭等。
我就见到有些同学买了剪刀和推子自己剪
头发。”孙璐说。

孙璐强调，出国留学一定要注意安
全。“安全是第一位的，不能轻视。尤其
是女生，夜晚要避免单独外出。”

在不久前举行的韩国平昌冬奥会上，有这样一群中国留学生，他们
活跃在冬奥会的赛场内外，为赛事提供志愿服务——他们就是冬奥会上
的中国志愿者。

等待国旗升起

今年是曹滢洁在韩国的第四个年头，也是她在仁荷大学读书的最后
一年。“今年8月我就毕业了，申请平昌冬奥会志愿者，也是不想错过
这个宝贵的机会。”曹滢洁说。

作为中国志愿者中的一员，曹滢洁和其他同伴一样，经历了复杂的
申请流程和漫长的等待。当最终得知成功入选时，曹滢洁特别开心，感
到荣幸。她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父母，和家人分享了这份快乐，
也开始期待自己的冬奥之旅。

在平昌冬奥会上，曹滢洁在位于阿尔卑西亚的跳台滑雪办公室工
作，负责监控文件传输系统，将每次比赛前后的数据信息及时传送给媒
体。看似简单的工作，曹滢洁做得非常认真，她说，“要对发出的每条
信息负责”。

志愿服务期间，曹滢洁也时刻关注中国队的比赛。她说：“每一场
中国队的比赛我都会守着看直播，其他中国小伙伴也一样。我们经常一
边看直播，一边在微信上讨论比赛情况。”

2月22日上午，已结束所有志愿工作的曹滢洁，本打算返回学校，
然后回家过年。没想到，那天晚上武大靖拿下了短道速滑 500 米的冠
军。

“我比原计划迟了一天回学校，就是为了看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
刻。”曹滢洁说，“听到国歌奏响，那一瞬间特别难忘和激动。”

寒冷的天气、激烈的比赛、体育的精神，志愿服务过程中的每一个

场景，都留在曹滢洁的心中。

为中国人自豪

黄钰琳是淑明女子大学韩国语专业的一名交换生，在举办花样滑冰
和短道速滑的体育馆从事赛事服务工作。如今，她已回到学校，开始新
学期的生活。谈到冬奥会，她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我觉得这次经历非常神奇，就像梦一样。”黄钰琳说，申请时煎熬
的等待、工作时与同伴加班到深夜——每分每秒都难以忘怀。

谈起平昌冬奥会的志愿服务经历，黄钰琳说，印象深刻的时刻很
多，但最难忘的还是武大靖为中国队拿下首金的那个夜晚。

“别提多激动了！”黄钰琳说，“那一刻我激动地哭了，兴奋地站起
来鼓掌。”黄钰琳说。

随着平昌冬奥会的结束，冬奥进入了“北京时间”。闭幕式上奏唱
中国国歌时，黄钰琳和中国志愿者难以抑制激动的泪水，兴奋地高唱国
歌。“这就是深入我们骨髓的中国人血液，生为中国人，太自豪！”黄钰
琳说。

对于这些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中国志愿者来说，2022 年北京冬奥
会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我在韩国读书半年都没有回过家，听到‘相约北京’四个字，真
的非常想家，也为祖国感到骄傲。”曹滢洁对北京冬奥会充满期待，“有
了这次经历，对北京冬奥会更加充满信心。我相信，北京冬奥会一定能
办好。”

“只有当你亲身经历一次奥运会，才知道自己对祖国的热爱有多
深。”黄钰琳说，“我和我的志愿者小伙伴约好了，2022年一定要在北
京见！”

出国留学：

有挑战也有收获
王亚鹏

志愿服务平昌冬奥会的海外学子希望

2022 ，北 京 再 相 会 ！
顾长娟 焦子越

曹滢洁 （中） 和同事们在一起黄钰琳 （右二） 和中国志愿者在赛场助威

孙璐近影

留学记

人和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多年来投身产业扶贫事
业，推广“智慧农业扶贫”新模式，在农业扶贫过程中通
过国际标准农业种植技术引进、智能精细化管理、现代
物流和渠道分销，推动农业标准化升级，助力扶贫攻
坚，帮助农户实现增收脱贫。

10亿元扶贫基金全部用于农业

人和控股设立 10 亿元扶贫基金投入农业产业领
域。人和控股成立于 1992 年，是一家集农业、商业地
产、金融、文体产业等为一体的多元化现代企业。隶属
于人和控股的地利集团，致力于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
化、精细化发展，覆盖育苗、种植、流通、包装、加工和销
售等产业链，拥有综合性农产品物流园——寿光地利
农产品物流园等在内的18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30多
个各类型功能仓储中心，农产品销往全国23个省和俄
罗斯等国家。

人和控股多年来对贫困地区进行农资捐赠、专业
合作社组建、先进技术引进和培训、养殖种植基地开
发、大宗农产品外销、品牌农产品终端渠道销售推广等
扶助。整合自身产业优势，结合当地农业特色因地制
宜，借助信息技术服务，发挥产业链纽带作用，推动当
地劳动者就业增收，逐渐走出了一条“农业升级、农户
增收、地方脱贫、企业发展”的可持续可复制“智慧农业
扶贫”新路。

“智慧农业扶贫”模式大有可为

人和控股“智慧农业扶贫”模式主要包括智慧农业
种植、现代农业服务平台、农产品垂直销售终端三大板

块，涵盖农业产业链上中下游。
智慧农业种植主要体现在建立规模化种植大棚基

地，通过科学选育，为贫困地区培育和提供适合种植品
种的优质种苗；利用智能系统对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大
气温度湿度、土壤温度湿度、光照强度条件、二氧化碳
浓度、水分及其他养分等参数进行智能化管理，达到精
细化种植效果。

人和控股已在智慧农业种植领域组建了一支具备
国际先进技术经验的专家团队，主要由农业专家组成，
并进一步培训组建了自己的专业种苗技术骨干团队，对
贫困地区农户进行相关培训和跟进。于2016年在贵州
省毕节市大方县开展的种苗培育扶贫项目，共育种1300
多万株优质种苗，供给当地贫困户种植蔬菜等高收入作
物，大幅提升了当地产出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在现代农业服务平台层面，人和控股通过电子结
算系统管理物流园，建立商户发展、行业信息以及智能
交易平台，着力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并在集采、流通
批发过程中全面监控，打造安全高效的农产品物流渠
道。2017 年 4 月，人和控股旗下的地利集团率先在贵
阳的地利农产品物流园设立“贵州产业扶贫蔬菜销售
专区”，对进入专区销售的贵州蔬菜实行免收场地费、
进场费减半等优惠政策，至今扶贫蔬菜销售专区累计
交易量已超5万吨，完成交易额1.8亿元。生鲜零售连
锁超市“地利生鲜”则在2017年5月迅速解决了辽中县
蔬菜种植户10万斤西芹和苦苣严重滞销问题。地利集
团分布在全国的18个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和近500家
生鲜超市组成的农产品现代分销渠道体系，成为人和
控股帮助贫困地区农产品外销的有力抓手。

在农产品垂直销售终端阶段，人和控股推动产区
对农产品进行精细加工和包装，提高附加值，并通过会
员系统和互联网渠道进行销售推广，促进农产品的品
牌化升级。

人和控股旗下地利集团建设和运营的目前亚洲最大的综合性人和控股旗下地利集团建设和运营的目前亚洲最大的综合性
农产品物流园农产品物流园——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

人和控股在贵州大方县运营的扶贫育苗基地人和控股在贵州大方县运营的扶贫育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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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自人和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作为河南省目前唯一省级法人金融机

构，始终坚持“立足中原、深耕河南、服务三农”的市

场定位，探索“县域支行+乡镇支行+惠农支付服务

点”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根据河南省脱贫攻坚整体

工作安排，充分发挥省级法人股份制银行的优势，把

金融扶贫作为重要使命，积极实施“上网下乡”发展

战略，不断开拓思路，创新举措，完善体系，使金融扶

贫工作取得良好成绩，为全省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中原银行涉农贷款余额

496亿元，较年初新增 70亿元；其中农村企业及各类

组织贷款余额352亿元，农户贷款余额119亿元，林权

抵押贷款余额 7779 万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27.75亿元，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余额2.73亿元，产业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25.01亿元。

金融扶贫具体措施
（一）健全组织体系
中原银行分别设立现代农业事业部和惠农金融

部，现代农业事业部主要负责全省龙头示范企业的

信贷支持；惠农金融部主要负责对县域支行、乡镇支

行、惠农服务点进行管理、考核以及业务推动。

（二）创新渠道模式
积极构建“县域支行+乡镇支行+惠农支付服务

点”三位一体的网点渠道服务体系。截至 2017年 12

月 31 日，已建立 94 家县域支行、37 家乡镇支行和

1982家村级惠农服务点。

用科技手段搭建服务渠道。中原银行采取“电商+

金融”、“互联网+”模式，推进农村的“农资下行”和“农

产品上行”，在合作电商“乡邻购”平台上新设“河南

馆”，增加信阳毛尖、洛阳银杏粉、银杏茶、银杏挂面等

系列农产品，方便河南省特色农产品的对外销售。

（三）创新扶贫模式
1.推动“光伏扶贫”，做好资产收益扶贫

中原银行推出“幸福顶”户用分布式光伏贷款和

村级扶贫电站两种业务模式。截至目前，“幸福顶”

光伏贷款已安装109户，已发放贷款金额141.5万元；

村级扶贫电站已审批通过5个村级扶贫电站项目，金

额共计8.8亿元。

2.落实“普惠授信”，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中原银行遵循“宽授信、严启用、严管理、严惩

罚”的原则，创新开展“信贷+信用”，推进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截至2017年12月31日，已入户调查176户，

发放贷款78笔，金额234万元。

3.践行“精准扶贫”，提高贫困户贷款获贷率

一方面，开展“卢氏模式”扶贫小额信贷，“卢氏模

式”是为贫困户量身定制的金融精准扶贫产品，中原银

行将扶贫小额信贷作为开展金融扶贫业务的重要手

段之一，并下发专项授权，简化审批流程。另一方面，

引进孟加拉“格莱珉模式”扶贫以破解“三农”融资难

题。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两名专家分别担任项目首席运

营官和河南大区常驻经理，组建10名中心经理团队，截

至2017年12月31日，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余

额2.73亿元，贷款笔数2958笔，贷款人数2595人。

4.开展产业扶贫，增加贫困户就业机会

通过“公司+农户”模式，解决“带贫企业”的融资

需求，并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积极研发

“惠农贷”和“兴农贷”以及针对产业上下游农户的

“农贷 1+N”产品、银政合作的“种子基金”产品等。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25.01亿元、贷款笔数281笔，产业精准扶贫贷款带动

贫困户人数1679人。

5.做好“知识扶贫”，“扶贫+扶智”相结合

一是送金融知识下乡，通过金融知识大讲堂、金

融夜校等形式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二是送健

康下乡，在农村地区举办免费义诊、免费体检近千

场。三是技术扶贫，组织农业专家团队在农村地区

开展种养殖知识讲座。四是文化扶贫，针对贫困地

区的留守儿童，为他们赠送教辅书籍及体育器材。

（四）精准扶贫，一类一策
中原银行以“精准”为中心，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分类施策。对于有经营需求和经营能力的建档立卡

户，给予信贷资金支持；对于没有经营能力有劳动能

力的建档立卡户，通过对带贫企业的支持为其提供

劳动机会；对于失能的建档立卡户，通过“扶贫+光

伏”项目支持带动其脱贫。2018年，中原银行将继续

利用本土地缘、人缘优势，坚持“精耕中原、服务三

农”的理念，实现“网点下沉、服务下沉、渠道下沉”，

逐步实现“服务不出门、取款不出村、户户有授信、村

村有网点”的目标，打造农村金融服务新标准，为河

南省脱贫攻坚、让中原银行更加出彩贡献力量。

中原银行：多措并举助力脱贫攻坚

·广告·

数据源自中原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