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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峨冠照松菊
——纪念周秉圭先生

当代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曾在《绝
色》中这样描述，“若逢新雪初霁，满月
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
银，而你带笑地向我步来，月色与雪色
之间，你就是第三种绝色。”时光流转，

“冬日攻坚”已来，未来可期，“春天行
动”不远。

转瞬又是一年。山东邹城农商银
行站在新起点，领导班子深入一线，为
敢想的人鼓劲，每旬业务行长、客户经
理战绩排名，每周两天下基层召开座
谈会，每日公布“冬日攻坚”战报，让每
个农商人在加速冲刺中争创一流。截
至 2021 年 11 月末，邹城农商银行各项
存款 202.31 亿元，较 2021 年年初增长
27亿元，存款增幅 15.43%，成为邹城市
首家存款突破 200 亿元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

这一年，邹城农商人经历了春的困
顿，夏的迟疑，秋的感伤；而今，在这个
寒风凌冽的冬日，凤凰涅槃般重生，厚

积薄发再启程。
这一年，邹城农商人不抛弃不放

弃，刀刃向内补短板，目标向外找出路，
众人拾柴抱团取暖；如今，在这个金戈
铁马的竞技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楼兰终不还。

看后方，有摩拳擦掌的急行军，班
子部室走基层与员工面对面，倾听内心
诉求真实的声音，为支行带头人指明方
向出对策；鼓足干劲，强员工斗志，让每
位员工零星点滴的优秀拼凑出专属于
农信事业的成功星河；提升“五小”建
设，力争上游暖员工真心，从员工健康、
未婚择偶、子女托管，到亲子沟通、家访
减压，用心为员工办实事。

残存的枯叶随寒风摇摇下落，营业
厅内暖意洋洋人头攒动，好不热闹。七
十载农信誓言，不变的是传承。回归三
农是农信立足的“根”和“魂”，支农支小
才能在服务县域经济中唱主角，担大
任，扛大梁。

唱主角，邹城农商银行创新便民利
民模式，全省首台“民意通”移动社保卡
制卡机在邹城农商银行成功上线，让广
大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社保业务；优
化“按揭农业”服务模式，为中心店镇草
莓种植户发放全市首笔“按揭农业贷
款”，解决了种植养植户融资难题；强化

“政银”对接，为群众办实事，在邹城农
商银行投入使用邹城市首家“政银联
通”智慧政务服务分中心，将服务三农
的初心印刻在行动里，只为做百姓心中
的“点赞银行”。

担大任，邹城农商银行选派了 15
名优秀业务骨干挂职镇街副镇长，依托

“百千工程”明细，对接辖内龙头企业、
养殖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辖内
乡村好青年并提供资金支持，努力当好

“政银”合作“联络员”、三农发展“服务
员”、普惠金融“宣传员”、创业致富“指
导员”，将普惠金融的誓言肩负在职责
中，只为做百姓家门口的“满意银行”。

扛大梁，邹城农商银行结合省联社
63款信贷产品及“富农兴商福民”系列
体系，“贷”动新兴农业、家庭农场、观
光农业、种植业、养殖业发展，让金融

“活水”滋润绿色金融，让大到大型社
区、产业园、专业市场，小到小微商企、
街头门市“贷”上腾飞的“翅膀”；整村
授信和网格化营销、四张清单精准对
接，智慧营销系统画像、“一村一座谈”
将使命落地在信念中，只为做百姓身边
的“知心银行”。

邹城农商银行走村入户将客户熟
络成朋友，拓客营销将村“两委”维系
成“第二战场”，从“一村一座谈”到“党
建共建”，借助多种形式开展金融产品

“一揽子”营销，找准基础客户需求，形
成全员合力的营销局面；领导班子明
确以基础客户“生根”，以行业客户“发
芽”，以特色营销破地而出策略点燃业
务发展引擎，划分支行营销“责任田”，
以“常营销”抓“长营销”，明确大客户

目标统筹清单式营销，打造成为获客
的有力增长点，提高资金归行率，形成
上下联动发展格局；向“大数据”要市
场，强化基础客户拓展，通过“信 e 贷”

“信 e 快贷”等线上信贷产品进行批量
获客；向“严考核”要效益，营造良营销
氛围，按照“奋进”“争先”“扛旗”三个
档次实行靠档奖励调动拓客积极性；
向“好产品”要规模，优化业务增长模
式，用好用足惠农助企政策，提高体验
度打造产品“金招牌”，形成逆势上涨
的有力态势。

凛冽的寒风早已被农商人的热情
所掩盖，奋斗的结果早已不在答案中，
而凝结在点滴的汗水中、前进的脚步
下、必胜的信念里。而今，邹城农商银
行人正以全新的姿态乘风破浪、逐梦前
行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一场场“春
天行动”的号角声中屹立于当代金融蓝
海的潮头。

（作者单位：山东邹城农商银行）

——记“冬日攻坚”暨“春天行动”营销活动有感
孔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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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有这样一群农信
人，他们的跨年夜很不寻常。对他们来
说，这是一年一度的战役。新员工们紧
张激动，老前辈们摩拳擦掌，这是最期待
的加班时刻。这，就是“银行人的除夕
夜”——年终决算！让我们坐上“时光
机”，一起回顾农信人“决算的一天”。

2021年12月31日08∶00
决算晨会日之精气十足

今天，我们站好 2021 年最后一班
岗。早上8点，营业网点全体整装待发，在
晨会的决算工作安排下，大家各司其职，
精细分工，统一行动，把好年终最后一关。

2021年12月31日09∶00
决算慰问日之领导关怀

早上 9 点，行领导班子走访慰问机
关部室和基层网点，对奋战在决算一线
的员工表达了诚挚谢意与亲切的慰问，
并为他们送去年终决算慰问品。每到一
处，行领导都会与员工亲切交谈，询问年
终决算落实情况，对全行员工2021年付
出的努力、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勉励
大家做好岁末年初各项工作，以高昂的
精神面貌为新年度工作开好局、起好头、
迈好步。大家纷纷表示，一定圆满完成
年终决算工作，并以此为新起点，以饱满
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积极做好 2022“开
门红”各项工作。

2021年12月31日17∶00
决算夕会日之复盘总结

在忙碌的年终决算一线，各岗位的
农信人坚守本职岗位，下午5点，营业网
点柜员们查挂账、处理挂账、坚持多次
核对、多人复核、整理旧账、准备新登记
薄……网点负责人组织召开 2021 年最
后一场夕会，总结复盘 2021 年的工作，
为2022年“开门红”做好各项准备，以崭
新的姿态迎接新一年的挑战。

2021年12月31日18∶00
决算除夕夜之团圆年饭

晚上6点，食堂精心准备决算晚餐，
大家聚在桌子前共享属于银行人的“年
夜饭”。李琪董事长为跨年蛋糕点燃蜡
烛，对四川长宁竹海农商银行全体员工
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并致以节日的问
候和2022年工作的展望。席间，老员工
们回忆起当年熬夜拨算盘的日子历历
在目，新员工们听得津津有味，备感新
鲜。虽然传统决算方式已被现代化的
计算机代替，但银行人始终如一的坚守
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

2021年12月31日19∶00
决算战斗夜之保驾护航

晚上 7 点，每个部门、每个岗位在
“决算之夜”开启了最紧张激烈的“战
斗”，录数据、做核算、写报告、装资料等
各项工作瞬间，他们的身影虽不在柜台
前闪现，却时刻守候在电脑屏幕前，为
全行的业务发展保驾护航。计划财务
部、渠道运营部早早开始了年终决算的
准备工作，搭建演练环境、调整参数、科
技维保，保障“年终决算”当天技术系统
平稳运行；综合部马不停蹄的拍摄完毕
后，加班剪辑，为决算夜大家的拼搏留
下最真实的记录。

2022年1月1日凌晨
决算跨年夜之亲密战友

“5、4、3、2、1……新年快乐！”当新年
的钟声敲响时，我们一起来跨年。经历
过一年中最辛苦的加班后，共同迎来新
年的第一秒。你会发现，身边有这么一
群并肩作战的亲密的战友、同事，一切
都是那么的美好！

2022年1月1日凌晨2点
决算不眠夜之感恩坚守

此时的我赶稿子、写材料、编辑美
篇……一抬头发现已凌晨2点，“农信人
决算的一天”也接近尾声，隔壁财务部的
小伙伴还在做最后的对账收尾工作。走
出单位大门，紧绷的心瞬间放松。

2022年的第一个凌晨，皎洁的月光
洒在黑夜里，为农信人点亮回家的路，
抬头看天，“四川农信”4 个字在黑夜里
显得煜煜生辉。

跨年夜您所在的城市里
有这样一群人凌晨才下班
对于银行人来说
既是一种幸福的忙碌
又是一个不眠的狂欢
虽然有些疲惫
但却是刚打完一场战役的荣誉战士
决算的不只是经营数据
更是365天的付出与收获
感恩每一位坚守在岗位上的农信人
2021，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022，我们乘梦飞翔，再创辉煌！

（作者单位：四川长宁竹海农商银行）

“决算的一天”
曹鑫

□ 钟治平

露气染资湘，水泛秋阳碎。
万里飞鸿谒谷峰，蓼莪从兹废。

休问鹧鸪声，旧事无人对。
待到来年春暮时，再共青山酹。

这首《卜算子·丁酉秋周家家祭有
感》，作于 2017 年 9月内子的伯父一家
回湘省亲之时。当时，年已耄耋的伯父
不顾旅途劳顿，攀上数十级台阶，来到
陵园高处的父母墓前，长跪磕头，行礼
如仪。墓碑上“周秉圭先生”几个字赫
然入目，一旁陪同的我们几个晚辈观之
泫然，感慨万千。

周秉圭先生，字之颐，1899 年出
生，是益阳信义中学（今益阳市一中）
的一代名师。先生自幼颖悟，初始就
塾，头角峥嵘，蒙师称许，家族奖进，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其
教授中有吴承仕者，乃名儒章炳麟高
足弟子，于国学负盛名，先生在吴熏陶
下，思想进步，曾在校刊上发表“佳城
郁郁草萑苻，不见衣冠见野狐”之句，
以刺时事。 1928 年毕业，获学士学
位。同年回邑，任益阳县立龙洲师范
校长兼语文教员。1930 年往长沙长
郡、育才等校任教，并与友人合办蔚南
女中。1933年回益阳任教育局长兼龙

洲师范校长，翌年再往长沙，任教至抗
日时，文夕大火后回邑，创办周氏蜚英
中学，并任职信义中学教员。解放前
后，在信义中学（益阳市一中）任教，直
到 1965年退休。退休后，移住长沙，与
门人故旧，诗词来往，歌颂时休，几无
虚日，自号晚红老人。1981年 12月，病
逝于长沙。

秉圭先生一生淡泊宁静，行敬修
齐，崇尚爱国主义，施教以身作则，为学
实事求是，于诗词、古文、训诂、音韵、文
字、考据、英语、国曲等都有研究，故教
课入虚如有，通微达变，辨难解惑，事理
洞明。曾著有《燕云》《湘雨》等诗文集，
已付劫灰。先生忠诚于教育事业，学生
遍布资湘，散落全国，为祖国建设培育
了一代人才。

或许是受到北大自由民主风气的
影响，秉圭先生虽是乡绅硕师，却并
不因循守旧，而是清正刚直，不畏权
势。解放前，在龙洲师范和信义中学
任教时，对有进步思想之作文卷，秉
圭先生总是加圈加点，批佳评，给高
分。某次出作文题为“我的时局观”，
学生罗颖之，思想与成绩素为先生所
赏识，挥笔成文，其中有“蒋、李、冯、
阎，都口口声声，自称革命，为国为
民，其实都是只知争权夺利，祸国祸

民的军阀”等语，秉圭先生阅

卷时并未予以删改，同样赞许有加。
1929 年春，当时的国民政府省教育厅
在长沙举行全省学生成绩展览会，该
卷在选送入展之内，被人发现上面语
句，以“思想反动”举报到当局。省教
育厅即密令益阳县政府将罗生逮捕
法办。罗生被捕后，一时群情鼎沸。
因为选送展卷是由学校选送教育局、
县政府，层层核转送去的，倘若追究
起来，各级都有责任。于是，有关方
面便上下串通，以“将罗生保释开除
学籍，校长周秉圭记大过一次，教员
周之颐作撤职处分”上报了事。作此
滑稽处理，盖欺上不知“周秉圭”即

“周之颐”也。罗生则未受责难，顺利
随班读至毕业，只不过未得教育厅盖
印之毕业证书而已。

解放后，秉圭先生紧跟共产党，走
社会主义道路，热爱人民教师工作，心
情舒畅。因信义中学（益阳市一中）与
当时的中共益阳地委仅一墙之隔，先生
曾书春联云：

结地委之芳邻，向阳花木逢春早；
得英才而乐育，从此年华趁岁新。

周家珍藏有秉圭先生的一册备课
本，让我们能够大略窥见上世纪六十
年代先生从事高中语文教学时的风

采。对于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先生
都从目的要求、背景意义、课文分析、
中心思想、写作分析、课间练习和课后
练习等方面进行了精心准备，小到字
词修饰，大到谋篇布局，旁征博引而又
细致入微。此种治学之精神，着实令
人景仰，也让人怀想端坐当年先生的
课堂中求学是何等幸福。以今日的
眼光审视，当年的语文教学模式固然
不够活泼与有趣，却是扎实而有力
的。我辈中学时深恶痛绝的“概括段
落大意”和“总结中心思想”，想来正
是渊源于此。只是时移世易，加上讲
授者的经验与语文选材的局限，本来
的康庄大道竟成了通幽曲径，不禁使
人慨叹。

1948 年，当时蜚英中学的校董会
以 几 亩 水 田 抵 付 欠 秉 圭 先 生 的 工
资。解放后，1951 年土改时当地政府
为没收该幅土地将先生定为“客籍地
主”，1958 年又为凑数将先生错划为
右派，做降薪留职处理。从此，先生
在历次运动中皆挨整蒙难，子女亦饱
受牵连。直到 1978 年“一风吹”落实
政策，国家为年已八旬的秉圭先生摘
帽平反，补发退休金。平反以后，秉
圭先生得以自由出行。1979 年，先生
南至羊城，北迄辽吉，西抵贵阳，饱览
壮丽山河，并探视子女，遥吟俯畅，逸

兴遄飞，引为平生一快。特别是 1981
年 11 月，原龙洲师范部分学生于长
沙烈士公园举行“游园赏菊诗会”，恭
请先生参加，先生欣然与会，即兴赋
诗云：

华堂沆瀣忆当年，马郑渊源自昔传。
白发湘江重聚首，黄花胜会益增妍。
群贤杖履联秋雨，一老龙钟醉绮筵。
更喜云开迎化日，相期击壤颂尧天。

秉圭先生殁后，门人故旧亲属等咸
为挥泪，纷纷以诗联相吊唁，自发汇刊
了《周之颐先生纪念册》，在亲友中传
阅。如今，这本油印小册上的铅字已经
有些褪色，但是字里行间描摹出秉圭先
生的形象依然清晰，其高风亮节更是让
人缅怀。

2021 年是秉圭先生逝世 40 周年，
作为后人，谨以一首步韵奉和秉圭先
生《读〈旧雨会潭州诗稿〉感赋》作为
纪念：

少年有志解民忧，无奈神州梦亦愁。
卅载资湘题杏苑，三年岳麓作菟裘。
黄花联句穷欢宴，白发重逢尽冶游。
紫韵红腔成绝响，春来何处觅诗筹。

（作者单位：湖南省农信联社）

在寂静的夜，一场洁白的雪在黑
夜的笼罩下悄然而至。看吧，如蝶的
雪花相互嬉闹着、拥簇着从遥远的天
际奔赴而来，像是参加一场久违的盛
会。转瞬间，原野上、山涧中、田地里
茫茫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被白色的
肌肤覆盖，宛若置身于浪漫的童话世
界中，又似置身于梦幻缭绕的仙境里。

漫天散落的雪，挣脱云端的束
缚，和着强劲的北风，自由地飘洒在
广袤的大地上，当这些身姿曼妙的

“白精灵”“白衣仙子”翩跹降落时，放
佛时间凝固，不由得想起历经千古依
然传诵至今的经典诗篇。“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雪后飞
雪炫舞的经典吟唱，“江山不夜月千
里，天地无私玉万家”是雪后迷人景
致的壮阔景观，“战退玉龙三百万，败
鳞残甲满天飞”是雪漫天际的无垠景
象，“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晚来
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待雪而至的
闲情逸情，“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
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唐
人崔涂与柳宗元孤独落寞的生动写
意等。自古以来，诗人就与雪有着深
厚的情缘，他们以赏雪、吟雪、听雪为
风雅之事，作为诗、酒、茶、花交友畅
谈的优雅背景，藉此以触灵感，以言
志趣。

跟随古人的足迹，我也尝试着在
雪前、雪中、雪后找寻大雪背后的智慧
和闲逸，不自觉地伸出手，任凭手中的
雪慢慢堆积，见证雪花飘落时生命绽
放的痕迹，成为此刻最美风景。

我一直觉得，春天是从春桃盛开
开始的，夏天是从夏荷绽放开始的，
秋天是从秋菊吐蕊开始的，冬天是从
冬雪飘落开始的，没有雪的冬天是不
完美的，就像一部没有灵魂的画作，
有雪的冬季才更完整，因为雪是冬天
浪漫的使者，也是大自然在寒冷的冬
季洁白无私的馈赠。俗话说，“瑞雪
兆丰年”，“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
着馒头睡。”这些俗语并不是空穴来
风，而是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大雪可
以冻死土地里的害虫，融化的雪水渗
进土层深处又可以为庄稼提供源源
不断的水分，越冬的麦子盖的雪越
多，来年也就丰收在望，这也许就是
人们把及时的降雪称为“瑞雪”的原
因吧。

雪落无声胜有声，不似天籁，胜
似天籁。傲霜的菊花和孩童的欢笑
在白雪仙子的舞裙下相应成章，纷飞
的大雪为孩童打雪仗、堆雪人带来了
欢乐的舞台。雪是大地的产物，被大
地热情的暖意所折服，终究回归大地
的怀抱，从摇曳生姿到含羞融化，完
成它生命中最美的绽放，亦完成对人
间的最美馈赠。

（作者单位：山东宁津农商银行）

在长白山脚下有一个小镇——
吉林省安图县两江镇。入冬将
至，人们日常平稳的生活被一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宁静
安逸的生活。

当安图县两江镇的人们还
沉浸忙于秋收收官之时，一夜

之间，抖音、微
信 朋 友 圈 、新
闻 媒 体 报 道 了

小镇疫情，记叙
一 位 海 外 回 乡 男

士从非洲回国常规
隔 离 期 过 后 ，回 到
老家后发热病状疑
似 新 冠 疫 情 。 清
晨 ，接 到 县 域 疾 控
中心责令这个小镇
封 城 消 息 ，小 镇 人
们的心情就像做了
过山车一样起伏跌
宕，大家不断寻找
抵抗疫情的各种办
法，口罩、酒精成了
一价难求的金贵物。

当大家面对这场
突 如 其 来 的 疫 情 时 ，
安 图 农 商 银 行 有 这 样

一群身穿隔离服的金融战士递
交 请 战 书 ，挺 身 而 出 ，挂 帅 出
征，奔赴两江镇抗“疫”。他们
深知，老百姓的“米袋子”“油瓶
子”是社会各界最关心的问题，
必须保障好。该行党委决定，
为小镇封城送去百姓生活紧缺

物资，抗疫救援车为每家每户
送去牛奶、鸡蛋、米面、果蔬等
生活用品，保障小镇百姓生活
所需，当好居民生活服务的坚
强后盾。

银行营业场所因集中隔离
期间，两江支行的工作人员也
全部被集中隔离。面临人员紧
缺的困难，总行主动加入志愿
者的 5 名同志，夜以继日，不眠
不 休 ，身 穿 厚 厚 的 隔 离 服 ，在
疫情面前金融网点从未打烊，
金融服务通道畅通。志愿者们
帮助这里的老年人开通手机银
行，带去了最温暖的便捷金融
服务，并宣传疫情期间应注意
事 项 ，在 开 展“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中，给小镇的人们注射一针

“镇定剂”，带给小镇人们无尽
的温暖与感动。志愿者们逆行
的背影，是安图农商银行最美
的风景。

经历一个月的奋战，两江
镇封城警报声已被解除，小镇
人民迎来了新的生活，奔赴在
这里最美逆行者踏上了回家的
征程……
（作者单位：吉林安图农商银行）

飘 雪
宋青华 郑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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