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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是盘点收获的最好季
节。2019 年 10 月 1 日上午，中国用一
场盛大阅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彰显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迈向强起来的雄心壮志。

70 载 沧 桑 巨 变 ，70 载 风 雨 兼
程。从一穷二白到欣欣向荣，从百
废待兴到百业兴旺，从饱受欺凌到
自立自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英雄气概，创造了“当惊世界殊”
的发展成就。

作为农信社的一名青年员工，定
要坚守农信初心和使命，唱响“在农
信、爱农信、干农信”主旋律，围绕全
面推进“合规银行、智慧银行、主力军

银行”建设目标 ，树牢终身学习理
念，学习新知识，提升新本领，争当
学习的典范、力求做求知的表率；要
以客户为中心，创新服务方式，强化
服务意识，把规范化服务与精细化
业务拓展有机结合起来，从做业务
向做客户转变、从等客上门向主动
上门服务转变、从事后出力向事前
攻关转变，在实施差别服务、拓展优
质客户上下功夫，在抓好日常业务
操作、落实规章制度上下功夫，争做

“零距离、零障碍、零差错、零投诉、
零举报”员工，在实现“中国梦”的新
征 程 中 奋 力 谱 写 新 时 代 的 青 春 之
歌，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作者单位：四川凉山农商银行）

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 杨 翔

岁岁重阳
又逢重阳
忍不住回乡看看
小时候常走的那条
开满野菊花的小路
还有村前的那条流淌着
叮咚童年记忆的河流

老屋旁怒放的菊花
溢满着乡愁
枝头的柿子重复着

年少的甜蜜故事
一群群南归的大雁
不舍地频频回首

霜染青丝
秋到黄昏后
手捧清香的菊花
如霜的日子堆积得很厚很厚
回望童年的天真
再把来年的重阳等候
（作者单位：河南正阳农商银行）

等候重阳
◎ 李书令

前不久，我72岁的大姑去世了。作
为大姑的4个侄女之一，我们姐妹4人驱
车回大姑家。灵棚上那张照片是三姐给
照的，脸庞已有些瘦削，看起来大姑笑得
像个孩童一样，就如她生前一般，笑得那
样实在，那样真诚。我久久注视着那张
照片，望着院子里的一草一木，想起和大
姑相处的每一寸时光，大姑的音容笑貌
就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大姑的个子大约有一米五八，身材
微胖，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大姑总是风
风火火的，干啥都快。一年四季总是忙
着各种农活。从小到大，大姑家总是特
别招人。乡里乡亲都愿意去她家炕上
坐着唠嗑，小孩子们也是，哪里热闹往
哪里去，所以大姑家总是充满欢声笑
语。记得有一回，大姑赶集回来，给我
和姐姐每人买了两根粉色的大绫子，姐
姐当时就绑在了头发上，开开心心跑回
家。我虽是短发，也央求姐姐给我梳起
一个小歪桃，把我心爱的大绫子绑上，
然后我们姐俩手拉手到屯东头、屯西头

跑一圈，看着别的小姑娘羡慕的眼神，
听着别家大人打听起：“谁给你俩买的
大绫子呀？”我和姐姐就高兴的说：“我
大姑呀！”

大姑做得一手好饭菜，至今还觉得
她包的酸菜馅饺子无人能出其右。每
到过年，她的姑娘、姑爷、儿子、媳妇回
来团圆的时候，她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
大褂，罩着她有些圆胖胖的身材，屋里
屋外地忙着，一会儿的工夫，一大桌子
饭菜就色香味俱全地上桌了，她的脸上
也总是挂着特别真诚的微笑。

大姑没念过几年书，却是重礼的
人。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都坐在她家
门前的大柳树下乘凉聊天，一个开着车
的人问路，其中的一位邻居就去给她指
路。大姑认真的对我说：“这个人没有
礼貌，哪有问路不下车的。”从小到大，
从未听过大姑评论谁，说谁好谁坏，谁
家的是非。许是她说的少吧，所以这仅
有的一次评论，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十
几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她说这话时郑

重的神情，也深深记下并恪守知礼懂礼
这一做人的基本道理。

写到这时，大姑微胖微笑着，抽着
烟的脸庞似乎又浮现在眼前。可是时
间真的过得就是这么快。后来我上县
城的寄宿高中、去长春读大学，去北京
工作，辗转漂泊的青春岁月就这样偷
偷溜走了。我考回信用社上班，那时
也住在爸妈家里，每天都能看到大姑，
一有空就跑到大姑家溜达一圈，确切
的说，不知道一天跑去几趟。有的时
候，也和她说不上几句话，但扫她一眼，
总觉得心安。

后来，我考到县城农信联社总部，
工作一直繁忙，不记得确切是几年前的
一天，爸爸打电话说大姑住院了，我连
夜赶到医院，给她买好吃的，给她钱，她
告诉我她得了糖尿病和脑血栓。而这
几年，我忙于自己的工作，忙着结婚生
子，时间好像总是不够用。可是无论怎
么忙，每次回家，我都会在仅有的时间
里，跑到后院大姑家，去坐一会，把我给

她买的好吃的送给她，再陪她聊会天，
或者静静的呆一会。

今年夏天，因为单位的工作常常加
班，加上女儿刚上幼儿园，我每天忙得
脚打后脑勺，即使回爸爸妈妈，也是累
的只想躺在炕上睡觉，除了给大姑买过
几次西瓜，都没怎么去看她、陪她。倒
是妈妈，除了在我家看孩子的时间，只
要周末一回家就去看望大姑，经常给大
姑送饺子、包子。9 月初回家，我去看
大姑，她还坐在炕上和我聊天，中秋节
就接到了她住院的电话，我赶回家看
她，一进门她就哭了，可是她已经不能
再说话。爸说医院已经下病危通知书
了。我给她买了她最喜欢吃的西瓜，榨
成汁喂她，她哭，我也哭。大姑从不能
动到去世，前后一共十天。

大姑是爸爸和老叔最爱的大姐，最
坚强的后盾；她是我们四个侄女永远无
畏无惧的大姑。如果有来生，就让我们
再续姑女情。

（作者单位：吉林双阳农商银行）

追忆大姑
◎ 申 建

伏天七月，骄阳似火。清晨，朝阳
将远处的山峦镀上一层金色的阳光。

“金融村官？那金融村官到底是
干什么的呢？是否和扶贫干部一样驻
村。”大家议论纷纷。

正和妻子散步的我，职业敏感让我
不由得停下脚步，想听听大家的感想。

“哎，我听说老王家建房就是找金
融村官贷的款。”

“是啊，老李家孩子上大学好像也
是找的金融村官。”

“还有还有，老刘家养羊的本钱也
是金融村官解决的呢。”

七嘴八舌中，大家似乎渐渐明白，
这些金融村官，就是农商银行的信贷
客户经理，走村串户帮老百姓发家致
富来了。听到这里，我的确暗自有些
高兴。这不，湖南安化农商银行的认
可度还是很高的嘛。不仅老百姓认
可，政府部门也是对此称赞有加。

印象中，安化农商银行推行普惠金
融做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县委政
府专门行文支持其“个十百千万”支农
惠民行动；农商银行主动着力打造“小
淹模式”，成功创建湖南省益阳市第一
个诚信乡镇——安化县小淹镇，成为一
张响当当的名片。凭着这张名片与这
个品牌，安化农商银行能挺直腰板阔
步前行，各项业务蓬勃发展。

就在不久前，省联社部署开展“党
建共创，金融普惠”行动，全省上下广
泛开展“党委合作共建、村委协同共
建、党员互助共建”模式，把“服务‘三

农’、服务社区、服务小微”积极主动送
至千家万户，特别是选派金融村官自觉
下乡服务广大老百姓。安化农商银行
迅速拿出行之有效的工作推进方案，先
试点后推广。金融村官到任后，不做花
拳绣腿的表面文章，而是实打实做，把

“建设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的全新理念
融进工作全过程，灌输到千家万户。工
作中，开会走访，聊天交心。白天找不
到人的，晚上再登门拜访，电话、微信齐
上阵联系。一句话就是真真切切把工
作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之上。

我一表妹夫在某乡镇分管农业，
凑巧其所在乡镇成了安化农商银行首
批派驻金融村官的地点。“哥哥，你们
派的几个金融村官真的是不错，对这
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每天挨家挨户串
门，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很受老百姓的
欢迎……”远在几十公里外乡镇工作
的表妹夫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
的他挺高兴。

说起我这表妹夫，尽管我们俩年龄
相差十来岁，却是无话不谈。前段时
间，与表妹夫天南地北聊天时候就说起
过，省联社换了“一把手”，这个新领导
说话干事很有特点，虽然来的时间不
长，却给农商银行带来很多可喜变化。

七月阳光下，远处青山隐隐郁郁
葱葱，心头蓦然升腾一股自豪感：我骄
傲，我是安化农商银行人。心中想着
想着，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这一刻，
似乎心中又有了崭新的目标。

（作者单位：湖南安化农商银行）

金融村官，来了！
◎ 李争荣

“小姑娘，你给阿姨把章盖得清楚
点儿啊。”

此时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经常来
网点办理业务的阿姨，每次来办定期
存款业务，在定期存单上盖戳的时候，
她都会提醒我一句“把章盖得清楚一
点儿”。

“阿姨，您放心吧，肯定清楚。”我
微笑着对她说。阿姨走后，我想了很
多：为什么阿姨每次都会提醒办理业
务的柜员要把印章盖得清楚呢？

我想，这一枚业务章背后，是顾客
对我们每一次盖章、打印的完全信任
吧。在他们心中，清晰的印章背后，它
不仅仅是我们对客户办理业务无误的
体现，更是我们金融业者对每一笔业

务细心严谨态度的体现。人们都知
道，服务行业本身就是一个枯燥、单一
的行业，在日常工作中，难免会出现办
理业务松懈，态度不认真的情况。甚
至有时会出现侥幸心理，这次章没盖
清楚，没什么事儿，下次忘记盖章了，
补上就好了，反正没出什么原则性问
题。然而，对于信任我们的客户来说，
可能一次不清楚，在他们的心里就会
产生对此次业务办理结果的怀疑，多
次不清楚，就有可能失去这位客户。

正因如此，时刻保持对于岗位认
真严谨的服务态度正是作为银行业者
所必需。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市郊区农
信联社）

印章背后的内涵
◎ 池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