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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蹲点调研行

好香一碗饭蹲点手记

□本报采访组 霍仲滨 邸亚峥 臧弋萱 文峰 张潇 叶江涛 李圣

蹲点地标：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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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

老百姓连的共产党，共产党连的人

民。”从延安时期起，陕西这首民歌

传唱至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也是中国邮政

扎根乡村、心连百姓的精神源泉、

不竭动力、最美形象。

在 5天的采访中，我们在芬芳

的泥土与淳朴的笑脸中，一再感悟

延安精神在邮政的传承，一再感悟

邮政与百姓的心心相连，这正是成

就 城 固 邮 政 发 展 成 绩 的 内 在 动

力。同时，在这张骞故里，凿空西

域的敢闯、敢创精神，跨越两千年，

通过邮政代理金融的发展实践让

采访组赞叹。

他们敢于开拓。搭场景、拓

生态、增结算，夯实储蓄多元增存

基础，加速“生态金融”转型，“一

镇一商超”、微邮付示范街、智慧

菜市场、智慧校园、智慧餐饮，一

系 列 新 场 景 正 在 拥 抱 每 个 城 固

人。“大商户优先、有交易优先、潜

力户优先”，全面推进收单商户提

质增效，收单商户总资产达 15.1

亿元，户均资产 14.85 万元，年增

商户总资产 1.4 亿元，商户和邮政

成为利益共同体。有节过节、无

节造节、活动活客，VIP 客户规模

达 4.2 万 户 ，核 心 产 品 覆 盖 率 为

63.7%……这一切真正把各类客户

和邮政黏在一起。

他们勇于创新。CRM 和“北斗

星”“活客星”“巡航星”……一系列

新工具被用来强化精准营销，实现

从人海战术向大数据精准获客的

转变。微信服务群、朋友圈、公众

号、云 MAS 平台、抖音直播……一

系列线上平台实现对宣传的数智

赋能，实现“获客在线上”。邮银协

同开发大米贷、元胡贷、猕猴桃

贷……一系列符合地方特色产业

需求的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围绕

“村社户企店”重点客群需求，推进

“一类一策”“一业一策”“一品一

策”，形成了崭新的市场活力。

他们善于严管厚爱。重点发

展业务进度，每 2 小时一通报，分

析督导；业务不 达 标 网 点 ，每 日

“补课”拜访客户，通过视频监督

落实；各网点分小组 PK，比拼业务

增长率；县分公司管理层每月 2次

网点调研全覆盖……在这样的管

控力度下，没有网点、没有员工甘

于落后。同时，每个网点都有员

工食堂、员工单人宿舍……网点

如家。基层管理者和员工收入上

不封顶，记者从调阅的报表中看

到，优秀网点负责人年收入与县

分公司一把手年收入相当，全县

邮政金融网点员工年均收入比 5

年前提升 1.5 万元……这样一种

激励氛围，让所有员工都努力争

创最优的业绩。

代理金融是“吃饭业务”，城固

邮政做出的这碗饭值得品味！

7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

西省汉中市考察，指出要发展壮大特

色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各

行各业发挥优势积极推动农村产业振

兴指明了方向。

作为汉中邮政发展的排头兵，近

年来，城固县邮政分公司以真诚服务

和业务创新全力支撑地方特色产业发

展，积极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同时将集

团公司从“做储蓄”向“生态金融”“财

富金融”转型发展的战略落到实处。9

月 4—8 日，本报采访组一行来到城固

县，探寻城固县分公司代理金融业务

高质量发展背后的故事。

城固地处汉中盆地腹地，北依秦

岭，南屏巴山。在城固县的街巷中，没

有大城市的喧嚣，人们的眼神中充满

清澈。一路上不时偶遇的张骞雕像，

提醒着我们已经来到了古丝绸之路开

拓者张骞的故里。在这里，邮政人成

为“开拓进取、坚忍不拔”的张骞精神

的优秀践行者。

“今年以来，城固县分公司实现代

理金融业务收入 9055 万元，列汉中市

县（区）邮政分公司第 1 位；AUM 规模

达 130 亿元，其中储蓄余额规模达到

110亿元，列西北五省（区）县级邮政分

公司第 1位，排全国县级邮政分公司第

96位；储蓄市场占有率为33.4%，列全县

金融机构第 1位；金融客户规模为 35.8

万户，客户渗透率为81.9%，列陕西邮政

县级分公司第1位；新增标保24.9亿元，

新增保费 9478 万元，新增长期期交保

费 6510万元，均列全市邮政第 1位。”城

固县分公司总经理张永红温和低调，但

说起这组数据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来上一碗城固面皮，再配上它的

“灵魂伴侣”菜豆腐，我们像城固人一

样开始新的一天。5 天里，采访组深

入田间地头，在农户指导下第一次播

种元胡；参加开业典礼，感受客户排队

抽奖的热闹场景；探访龙头企业，听张

骞米业负责人讲述邮政情缘；打卡水

果种植基地，摘下一颗颗助力农民致

富的猕猴桃；置身智慧场景，亲身体验

邮政服务在校园和超市的便捷，真切

体会到代理金融从“做储蓄”向“生态

金融”“财富金融”转型的意义所在。

药材飘香 协同发展“邮”动力

9 月 5 日，采访组从城固县城驱车

40 分钟一路向西，再向南跨过长江最

长的支流汉江，就到了我们此次采访

的第一站——上元观镇。上元观镇始

建于明代天启年间，是陕西的历史文

化名镇，也是陕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商

贸重镇。舒适宜人的气候、环境，为这

里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上元观邮政支局局长兰海，是附

近村民的老熟人，他领着我们来到不

远处的向阳村。从镇上的公路到田间

的小道，随处可见农户晾晒稻谷的身

影。刚收割完的地里，农户们正“见缝

插针”，按麻将牌中五饼的模样种下元

胡。元胡是一种用于活血化瘀的中药

材，拇指大小，像个土疙瘩，放在地里

不仔细瞧很难发现。然而就是这些小

疙瘩中蕴含着帮助农户增收致富的大

能量。教我们播种的大嫂高兴地说：

“去年我种元胡收成了五六万块钱，现

在腰杆粗着哩！”

今年元胡播种前夕，上元观支局

积极开展元胡种植户走访活动，了解

农户在种植元胡的过程中有什么需

求，并将遮阳伞、草帽、编织袋送到田

间地头，帮老百姓遮阳挡雨。

截至 8 月底，上元观支局储蓄余

额规模突破 10 亿元，市场占有率为

47.4%；年增标准保费 1.97 亿元、期交

保费 617 万元。其中，元胡款已成为

上元观支局发展存款的重要抓手，存

款规模超 5000万元。

兰海告诉我们，城固县作为全国

最大的元胡种植基地，近年来借市场

利好行情的东风，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参与种植的农户越来越多，在上元观、

三合、董家营等多个乡镇都有种植，是

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他建议我们继

续前往三合镇，探寻邮银携手助力产

业发展的更多故事。

“在邮储贷款不用抵押、不用担保

人，信贷员找到俺很快就给俺放了款，

帮了俺的大忙哩。”顺着兰海的指引，

采访组驱车来到三合镇龙王庙社区，

这里的元胡经销商对邮储银行的“元

胡贷”赞不绝口。

龙王庙社区总人口有 7000 多人，

主要产业就是元胡、乌药、羊肚菌等。

一路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宣传牌异常醒目。不知道是不是记者

的错觉，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股淡淡

的中药香。

近年来，为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

城固县邮银协同开展整村授信工作，

强化规模获客，增强农村客群黏性，众

多农户、经销商因此受益。龙王庙社

区副主任向文国就是元胡种植户，也

在邮储银行办理了贷款。他充满感激

地说：“邮储银行授信对我们社区的支

持力度很大，授信额度达 8000多万元，

现在实际贷款 4000 多万元，元胡收购

商贷款有 300万—400万元。”

从向文国的介绍中，记者了解到，

开始的时候，龙王庙社区的农户对贷

款心存疑虑，加之信用评级不高，都担

心贷不到款。为打消他们的顾虑，邮

银双方携手先从服务当地大户切入，

做出口碑，让农户信赖，再通过大户带

着其他农户一起贷款，并不断创新产

品，满足农户的需求。

“2019 年至今，我们在这里的贷

款没有烂过一笔，手续阳光快捷，深受

农户好评。”邮储银行城固县支行信贷

员岳尧自豪地说。目前，龙王庙社区

农户在邮储银行贷款金额已超过社区

贷款总额的一半。

离开龙王庙社区，记者一行又来

到位于三合镇桥头市场的万盛中药材

专业合作社，拜访这里的“95 后”负责

人苏壮，听他讲述与邮储银行合作的

故事。

“老板最近生意不错啊。”还没进

门 ，邮 政 员 工 就 微 笑 着 和 他 打 着 招

呼。“全靠你们支持。”苏壮客气地说。

进入合作社的大门，只见刚刚收购的

干豇豆堆成了小山，一股浓浓的香味

扑鼻而来，合作社的社员们有条不紊

地打包货品。

“邮储银行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

了资金支持，目前我们贷款在 70 万—

80 万元的规模。相比于其他银行，邮

储银行贷款最大的优点就是手续方

便，服务也热情。申请贷款不需要抵

押和担保，钱能够马上到账，借也方

便，还也方便。”对邮储银行的贷款服

务，苏壮满是肯定。

在城固县支行行长杨照盛看来，

开发农村市场必须依托邮银双方的合

作。“面对农村市场的金融服务需求，

邮银协同既是集团公司提出的战略发

展要求，也是我们发展业务的实际需

要。”截至 8月底，城固县邮银已在全县

建成了 192个信用村，建档评级信用户

有 1876户，授信达 1.69亿元，有力支持

了当地产业振兴，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龙头引领 百姓增收“邮”路径

原公镇是城固县面积最大、人口

最多的镇，也是传统的农业大镇。去

年全镇农业总产值近 10 亿元，稳居全

县第一位，是陕南地区集中连片最大

的猕猴桃种植区。

9 月 6 日，采访组来到原公镇时，

正好赶上装饰一新的原公邮政支局重

新开业。支局门前锣鼓喧天，人头攒

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乡亲来捧场？

原公支局局长范蕾解答了我们的疑

惑：“原公镇常住人口 2.8万人，邮政客

户就有 1.96 万户，可以说几乎每个成

年人都是我们的客户。猕猴桃是我们

镇特色产业，今年仅‘猕猴桃贷’我们

支局就与邮储银行携手发放近千万

元。”

人群中，记者见到了原公镇党委

书记万斌。“邮政支持农业产业做得非

常好，从种植基地的规模扩建到产业

提升，都给予贷款支持，给各方面客户

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对邮政助力产业

发展，万斌赞誉有加。

感受了支局开业的热烈氛围和乡

亲们对邮政的“一往情深”，采访组启程

前往猕小哥水果专业合作社，那里的负

责人王仲伟还有不少故事要讲。在前

往合作社的路上，我们不时能看到写有

“猕猴桃寄递到邮政，价优、安全、快捷、

体验好”字样的横幅，道路两旁是一片

片的猕猴桃园，藤蔓上挂满了果实。

王仲伟种植猕猴桃 286 亩，第一

批果子马上就要上市。他从事猕猴桃

生产已有近 10 年，通过合作社带动附

近一些村民就业，每年可为村民人均

增收 1000多元。

猕猴桃吃起来香甜，种植并不容

易。范蕾和同事们就像合作社照顾猕

猴桃一样，从点滴之处做起，切实解决

合作社的“急难愁盼”问题。今年 3

月，合作社缺少资金，他们上门走访，

为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联合邮储银

行发放“猕猴桃贷”；到了 7 月，他们又

惦念着猕猴桃的销售情况，从包装、寄

递等方面提供服务。

“邮政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现在

金融和寄递上有了邮政支持，我们要

做的就是保证猕猴桃的质量，把产品

做好。随着市场的发展，明年我们准

备建设冷库，到时候贷款的话肯定还

要麻烦你们邮政。”对邮政服务，王仲

伟竖起了大拇指。

同样竖起大拇指的，还有张骞粮

油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刘芬。沿着

108 国道向西行驶进入柳林镇，我们

来到了这家以粮油作物种植、收购、再

加工为主的龙头合作社，也是城固邮

银双方打造的“中邮惠农合作标杆示

范社”和“优质大米示范基地”。目前，

该合作社以“公司+基地+农户+市场”

为产业经营主要模式，年加工销售大

米 1.6 万余吨，产值达 7000 万元，其销

售的“张骞”品牌大米荣获“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称号；合作社发展社员

106人，人均每月务工收入 2500元。

“城固邮银协同帮助我们合作社

解决了产前融资难、产中销售难、产后

流通难等问题，非常感谢邮银双方的

大力支持。”曾经是某金融机构负责人

的刘芬拥有专业的眼光和银行业人

脉，她选择邮储银行贷款，体现了对邮

政金融服务品质的肯定。

回 首 创 业 路 ，刘 芬 依 然 记 忆 深

刻。当时，合作社资金流水大、利润

薄、流动资金需求大，且由于地处乡

镇，抵押物不足，一般的贷款产品难以

符合她的预期。城固县分公司在了解

相关情况后，立即协同邮储银行开通

惠农信贷绿色通道，针对包括该合作

社在内的当地大米流通行业开发“大

米流水贷”，凡达到规定限额且征信良

好的即可申请最高 100 万元的信用贷

款。一个月之内成功向该合作社转介

放款 70 万元，授信 100 万元，彻底解决

了该合作社“融资难”问题。

目前，该合作社已在金融、寄递、

电商、保险等方面与邮银开展全方位

合作。宽敞明亮的车间内，自动化的

机械设备正在不断将优质大米装入口

袋。装好的大米被整齐地搬运至仓库

中，等待着邮政工作人员上门收寄。

该合作社总寄递量 98%以上的大米通

过邮政寄递，邮政几乎成为合作社唯

一寄递渠道。“与邮政合作我们放心、

安心，也非常有信心！”刘芬的眼神中

流露出最大的信任。

城固县分公司正围绕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核心需求，以县域特色产业、特

色农产品为切入点，持续深入做好惠

农服务，助力合作社发展壮大。

科技赋能 场景服务“邮”智慧

在着力开发乡村市场、助力特色

产业发展的同时，城固邮银双方还通

过科技赋能，积极推动代理金融业务

向“生态金融”转型，让百姓在工作和

生活中享受到更加智慧、便捷的邮政

服务。

中午时分，采访组走进陕西省城

固师范学校，刚刚下课的学生们从记

者面前走过，说笑着涌入食堂打饭。

1100 名 左 右 在 校 学 生 ，12 个 打 饭 窗

口，每个窗口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眼看着大量的学生一下涌到窗口，记

者不禁为食堂阿姨捏了一把汗。出乎

意料的是，学生们在窗口打饭和结账

的速度很快。走近一看，原来很多学

生使用的是刷脸支付。只见学生们告

诉阿姨想要的菜品后，只需对准镜头

刷脸，瞬间完成饭费的支付。

据城固县分公司金融业务部王涛

介绍，饭卡的管理曾经一直是一个让人

头疼的问题。家长担心给了钱学生乱

花，学生担心饭卡丢失被他人冒用，学

校担心算错饭费且管理起来也费时费

力。一系列的痛点、难点，成为智慧邮

政关注的重点。2022年，城固县分公司

开始打造智慧校园场景，与城固师范学

校签订合作协议，建设校园食堂刷脸支

付场景，共开设 12 个食堂刷脸支付通

道。支付头像绑定学生本人，支付资金

绑定学生家长的银行卡，让普通饭卡此

前容易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

新生刚来学校报到的时候，王涛

就和同事上门采集新生人脸信息，用

最快速度为新生开通刷脸支付业务。

刷脸支付让新生们惊喜不已，也让还

需要刷卡支付的老同学满是羡慕。“满

满科技感，非常方便，我们很喜欢！”新

生韩一良和闵源说。

目前，该业务月交易流水金额达

11 万 元 ，月 日 均 沉 淀 资 金 8 万 元 左

右。到明年，城固县分公司将为该校

所有学生开通刷脸支付业务。同时，

还与学校后勤餐饮公司签订代发工资

协议，月代发资金 9.1万元。

对邮政搭建的智慧校园场景，该

校副校长付鸿雁也非常满意。“这样的

支付方式家长放心、学校安心，我觉得

这样的方式特别好。未来如果有其他

需求，也会考虑和邮政开展刷脸支付

合作。”

5天转瞬即逝，一路的寻访，一路的

体验，采访组依然有些意犹未尽。2000

多年前，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旅”，开

辟了伟大的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交流

史上留下了华美乐章。如今，在张骞故

里，城固县分公司将继续以创新求变的

思维、闯关破局的决心、真抓实干的作

风，推动代理金融业务加快从“做储蓄”

向“生态金融”“财富金融”转型，续写高

质量发展的动人篇章。

采访组在猕小哥水果专业合作社帮农户采摘猕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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