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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刊讯 （通讯员 何柳欣 记者 杨晓华） 今
年以来，农行金秀瑶族自治县支行以打造“浓情
暖域”网点服务品牌为契机，持续深化“服务升温
工程”，培育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网点服务
文化和服务精神，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和网点服务
水平，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持续开
展。

该行通过晨夕会、线下培训等形式，督导网点
配齐物料物资、挂标识等，做到“一块标牌、一个专
区、一次培训、一项特色、一个案例”。此外，该行
分管领导和运管人员每月下到基层网点调研督
导，组织网点员工反复学习创建内容，开展常态化

“学、测、练”，确保人人能理解、人人能践行。
同时，通过设立便民区，为到店客户提供急

救包、手机充电、大字牌点钞机、雨具等爱心用
品，推广“浓情暖域”品牌，开展进门有问候、服务
有微笑、老弱有搀扶、等候有安抚、到号有提醒、
办理有效率、出门有送别“七有”服务，得到客户
一致好评。今年以来，辖内三个网点未收到因服
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引起的投诉。

该行还将升温服务触角向外延伸，通过组建
服务团队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开展

“送金融服务下乡”活动，向消费者讲解存款保
险、反假币、反洗钱、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金融知
识。今年上半年，该行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流动
服务覆盖人数达 1000人，打通了为人民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晚刊讯 （通 讯 员 覃 明 记
者 杨晓华） 今年以来，农行来宾
分行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大力推
进“金穗惠农通”工程建设，全面提
升农村地区支付服务效率和质量，
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

加大农村服务点建设。该分
行围绕农村居民的需求，有效构建
物理网点、自助银行、惠农通服务
点、掌上银行、收款聚合码“五位一

体”的融合化渠道体系；加大农村
基础金融和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增
加服务点、更换电子机具设备等方
式，增强农村客户金融服务能力；
以蔗农为重点目标客户群，致力于
提供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截至6
月末，该分行共有142个助农服务
站，比年初增加34个。

优化新型服务渠道。该分行
持续推进科技赋能，推广应用“三

资”管理平台，全面满足乡村村务
公开、账户管理、支付结算等经营
管理和金融服务需求。截至 6 月
末，该分行与 5 个县（区）签订了

“三资”平台合作协议，其中4个县
已上线系统，累计开立村集体账户
31 户。全面推进智慧政务、智慧
教育、智慧医疗、特色产业、智慧旅
游和智慧生活等六大场景，搭建县
域农村各类特色金融场景超过

120个。
强化支付安全建设。该分行

积极开展反电信诈骗进村入户宣
传活动20余次，提高群众识诈防诈
反诈能力。推动移动支付走进农
村百姓生活，引导群众通过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办理业务，提高群众
对电子金融产品的接受度。截至6
月末，通过移动支付的笔数是银行
终端设备支付笔数的21倍。

晚刊讯 （通讯员 韦昌华 蒙
丽君 记者 杨晓华） 今年以来，工
商银行来宾分行发挥金融“主力
军”作用，累计投放信贷资金30亿
元，助力稳住经济大盘。截至 6月
末，各项贷款余额达85亿元，比年
初增加 13.41 亿元，增幅 18.73%，
增量增幅领跑行业。

主动服务地方重点项目，加大
重点领域信贷投放。该分行统筹
安排投融资总量、节奏、结构，助推
资金精准直达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积极推进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提速专项行动，加强与企业
联系，详细了解企业融资需求，坚
持“一户一策”服务方案，大力支持
制造业发展，上半年累计投放制造
业贷款6.25亿元；通过银团贷款方
式全力支持交通、城建等基础设施
领域建设，今年以来，高速公路项
目贷款新增 3.5 亿元；主动服务农
业现代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上
半年新增贷款 4.3 亿元支持“旱改
水”项目建设。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助力民营
及小微企业发展。该分行以“担保

快贷”“银政通”“农担贷”等重点产
品为抓手，持续开展“工银普惠行”

“春融行动”等活动，加大普惠金融
服务力度；积极推进“网点+普惠”
场景建设，以“经营快贷”等标准化
线上融资产品为重点，推进普惠金
融下沉营业网点；积极打造普惠标
杆网点、旗舰网点，持续提升营业
网点普惠金融服务效能，进一步延
伸普惠金融服务触角；稳步推进

“桂惠贷”，今年以来，该行累计为
86户企业发放“桂惠贷”超5亿元，
普惠贷款余额5.36亿元，较年初增

加 1.11 亿元，为企业减少利息约
1086万元。

加大个人信贷支持力度，满
足市民消费需求。该分行持续加
大个人一手住房贷款服务力度，
积极提供个人二手房信贷服务，
帮助广大市民圆住房梦；加大消
费福利发放，积极参与来宾市各
项消费活动；提供汽车分期、家
装分期、个人信用贷款等个人融
资优惠，为广大市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福利，坚守“金融为民”本源
初心。

工商银行来宾分行：信贷投放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全面优化农村支付环境农行来宾分行:

着力提升客户服务质效

农行金秀县支行：

晒谷、钓鱼、做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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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

为加强我区危重孕产妇救助工作，我区印发
《广西危重孕产妇救助项目工作实施方案》
并于近日实施危重孕产妇救助项目，从而有
效预防和减少孕产妇死亡，切实保障母婴安
全。

据悉，今年自治区财政划拨970万元资
金实施危重孕产妇救助项目，救助主要对象
为广西户籍或丈夫为广西户籍的孕产妇（在
怀孕至产后42天内，在广西区内各级医疗保
健机构抢救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危重孕产
妇）。同时，将危重孕产妇在医疗保健机构
抢救所产生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的个
人负担（如无以上报销途径的为抢救所产生
的医疗费用个人自付部分）的医疗费用纳入
救助范围。

根据方案要求，项目将对符合救助条件
的孕产妇实施分段救助，个人自付费用在1
万元以下的不予救助，自付费用超过1万元
的，实施分段救助，救助最高限额为 10 万
元。符合救助条件的广西户籍危重孕产妇
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
报；非广西户籍的危重孕产妇向其丈夫户籍
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报。如
遇特殊情况，可由抢救单位向县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附危重孕产妇救助项
目申报所列材料。

（据广西新闻网）

广西启动实施
危重孕产妇救助项目

意外溺水事故主要发生在青少年身上，
因此学校必须加大警示力度，防止溺水事件
发生。为了减少学生溺水事故的发生，教育
部门已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最大限度
防止意外溺水事故的发生。

首先，设置安全警示牌，这是一种最
简便易行、效果良好的防范措施。教育部
门在溪流、山塘、水库的施工地段、高危地
段安装了很多安全警示牌，以引起学生的
警惕。

其次，所有中小学校对学生进行游泳
安全教育，提醒学生注意安全。教育部门
通过媒体等一系列手段提醒学生和家长，
加强夏季游泳的安全意识。此外，每年教
育部门还会给家长印发《告家长书》，在村
庄主要路口张贴启示，不断增强学生和家
长的安全意识，提醒学生家长配合学校加
强看管。教育部门还通过各种渠道宣传
夏季的游泳安全教育，防止学生溺水事故
频发。

教育部门对防止学生溺水事故发生做
了详细的规定，在暑假来临之际，不到没有
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监管水域游泳；不
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不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
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同时，还在学校大力
开展游泳技能知识的培训，要求各学校通过
游泳技能培训，教给学生必要的游泳知识，
提高学生的自救和救助能力，降低事故的发
生率。暑期里，家长一定要肩负起监管责
任，不要让孩子到危险区域游泳，防止发生
悲剧。

学校要做好防溺水警示

救助最高额10万元

▲汤泽
屿帮忙晒谷
子。

◀韦熙
强和姐姐比
拼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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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小朋友不同，9岁的陆园皓
暑假是在球场上挥汗奔跑。在爸爸的
帮助下，他开启了篮球之旅。对此，妈
妈陈美秀表示支持，她认为，打篮球可
以锻炼身体，磨炼意志，提升社交能
力。“孩子一开始有些抗拒，因为没接触

过篮球，他爸爸就带着他和其他小朋友
一起学习。”陈美秀说，经过一个多月的
练习，孩子进步很大，投篮姿势标准，运
球更娴熟了，爱上了篮球运动。

“我女儿和儿子体质欠佳，尤其是9
岁的儿子很容易生病。”肖女士希望孩子

多运动，少接触电子产品。为此，她给孩
子制定暑假计划，要求他们在日记本写
上当天要完成的任务，除了写作业、跳
舞，运动是必须坚持的项目。为监督孩
子，她设置了小处罚，完不成任务就要洗
碗、擦桌子，以此养成良好的习惯。

锻炼身体 增强孩子体质

将近两个月的暑假，部分家长带着
孩子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
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

“爸爸，我钓到鱼了！”7月 24日，
在兴宾区七洞乡的一个鱼塘边，汤泽
屿兴奋地对爸爸喊道。这个暑假，汤
泽屿随父母回到七洞乡成凡村委排共
村老家，体验农村生活。

汤泽屿的母亲黄庆萍告诉记者，平
时她和丈夫忙于工作，无暇照管儿女。
放暑假后，孩子嚷嚷着要回老家，于是，

夫妻俩决定带孩子回老家住几天。
在老家，黄庆萍夫妇除了让孩子

帮忙晒稻谷，还带他们到邻居家的鱼
塘钓鱼，一家人其乐融融，暑假生活
多姿多彩。记者从黄庆萍发来的视
频看到，汤泽屿有模有样地学着给鱼
竿上饵料，然后甩杆，不一会儿就有
了收获。“孩子第一次钓鱼很开心，也

很有成就感。”黄庆萍说，农村生活忙
碌而充实，他们也想借此机会培养孩
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这几天，兴宾区三五镇初级中学
教师劳海丽也计划带孩子回老家，让
孩子跟着外婆学习收割稻谷、插秧。
在她看来，孩子应该多贴近大自然，了
解农村生活。

体验农村生活回老家

记者了解到，不少学校调整了暑假
作业结构，引导家长参与孩子的教育。

“这个饼是我做的，我做的更好
看。”7月23日下午，8岁的韦熙强在妈
妈的指导下，和姐姐比拼厨艺。

为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动脑能
力，韦熙强的妈妈曹双平趁着暑假教孩

子做饭。当天，她先把南瓜蒸熟，然后混
入面粉、糯米粉，加入适量的糖后，让孩
子打磨成团，最后用模具制成南瓜饼。

“两个孩子都抢着做。”曹双平说，学习制
作美食的过程中，孩子开心，她也高兴。

近年来，越来越多家长开始重视
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家住翠屏小

学附近的谢娟平时经营一家门店，趁
着暑假，她也想培养孩子的动手能
力。不久前，她特地从网上学习如何
制作包子，随后买来面粉、酵母等材
料，与孩子一起包包子。“女儿包的包
子五花八门，有的还露馅。”看着女儿
高兴的样子，谢娟心里美滋滋的。

做美食 享受亲子时光

（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晚刊记者 黄文媚 见习记者 邓齐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