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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新沂市的“金融海洋”中，
有这样一艘稳健航行的船，它不以浮华
的外表吸引人眼球，却以深厚的底蕴和
贴心的服务，在波澜壮阔中稳稳
前行，它就是农民朋友心中的“灯
塔”——江苏新沂农商银行。

新沂农商银行，这个名字里
蕴含着泥土的芬芳与岁月的沉
淀。它不仅是一家银行，更是乡
村与城市之间的一座桥梁，连接
着千家万户的梦想与希望。在晨
曦初露的田野，或是在灯火阑珊的小镇
上，新沂农商银行的身影总是那么熟悉
而温暖，它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讲述
着关于金融与民生的故事。

走进新沂农商银行，你会被那里温
馨的氛围所感染。没有冰冷的机器语

音，只有面带微笑的服务人员，他们用耐
心和细心，解答每一个疑问、处理每一笔
业务。在这里，金融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助手，帮助每
一个勤劳的人实现财富的积累与传承。

新沂农商银行深知，农业是国家的
根本，农民是社会的基石。因此，它始终
以服务“三农”为己任，不断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让“金融之水”滋润了广袤的

田野。
不仅如此，新沂农商银行还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用实际行
动回馈社会。无论是帮助贫困学
子圆梦校园，还是支持灾区重建
家园，新沂农商银行总是默默奉
献，不求回报。它的每一次善举，
都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
心田，传递着正能量与温暖。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新沂
农商银行如同一股清流，坚守着

初心与使命，用真诚与专业，书写着属
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新沂农商银行，你
是茫茫沙海中的那片绿洲，无论风雨变
换，你始终屹立不倒，用你的坚韧与温
情，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梦想。

（作者单位：江苏新沂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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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农商银行的营业厅里人
声鼎沸，比往常更多了一份新春的其乐
融融。

“存完这笔定期，我就要回老家过
年咯！”李先生熟练地在“丰收互联”上
存下一年的收获。随后，接过我们早就
准备好的“春节大礼包”与我们挥手告
别：“朋友们，来年再见！”

李先生是异乡客，十年前从陕西
来到浙江打拼，只一眼，这位性格豪爽
的陕西爷们儿就爱上了这边的小山柔
水，更是被农商人温暖高效的金融服
务深深打动。从最初选择我行开户，
到后续的业务指导、外贸风险提示、金
融产品定制，在这十年里，我们陪伴过
无数像李先生一样的客户，从“零”开
始把业务量一点点做起来；从初识到
熟悉，一路支持、共同成长。

“虽然一年没回来办业务了，但就
是感觉亲切。”还是像往年一样，张大姐
把到期的定期存款加上当年的收入重

新再存上一年，看着存折本里攒下的积
蓄越来越多，她眼角的褶皱间都写满了
幸福。张大姐是无数外出务工人员中的
一位，一年才回乡团聚一次，但无论他们
身在哪里，我们始终是他们的“娘家
人”。在他们外出的日子里给予其贴心
的陪伴。这份陪伴是微信公众号、视频
号和抖音平台等新媒体里实时更新的金
融动态，也是对家里的留守老人宣传反
洗钱、反假币等金融知识，更是驱车千里
满足其金融需求的贴心服务……

或许因为工作、梦想、财富，他们选择
成为走南闯北、漂泊在外的游子。诚然，大
城市里闪烁的霓虹令人向往，但是穿梭在城
市里，放不下的还是故乡，更是无法替代“故
乡”二字在游子心中的分量。因为，在异乡
的荣耀也好，失意也罢，于故乡辐射而来的
永远是温柔的怀抱。无论是即将归乡的异
乡客，还是已经回家的归乡客，一年的艰辛
与忙碌都将在这段时光化为团圆的幸福。

我时常在想，能在故乡的热土上找到
自己的归属，有至亲挚友在旁，日子虽然
很平常，又何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
们在努力、坚守和奋斗中装点着家乡的

“农商梦”，我们为每一位异乡客打造宾至
如归的温馨服务，我们成为每一位归乡客
最坚实的“金融后盾”，我们用心地将每一
个平凡的日子变得赏心悦目。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梦想为时间
插上了翅膀，时间给予付出以收获。我们
平凡又微小，未必光芒万丈，却一定温暖
有光。（作者单位：浙江嵊州农商银行）

多少往事，都不抵一棵老槐树给我
的印象深刻。

小时候，老家就有一棵特别大的
老槐树，长在村子南边的土坎上，特
别显眼。树干两三个人合抱不住，俨
然成了村子里的图腾，受到村民们的
敬重。初春，槐树干变得润泽鲜亮，
一片片小黄叶绽出来，在暖阳的照射
下金灿灿、黄亮亮，村民看见它就知
道春天来了，很快又到了播种的时
节。春天有希望，夏天有阴凉。希望
在成长，槐树也在生长，个把月工夫，
满树便密不透风枝繁叶茂，鸟儿们会
成群结队地赶来，在这里安上自己的
新家。树大招风，老槐树挺立在大地
上，就像一面巨大的屏风，很远就能

听到呼呼的风声。
生产队长径直把铃铛挂在老槐树

上，每到上工时间，便“铛铛铛”地敲
几下，那清脆的铃铛随着风声传出很
远很远。先到的村民索性脱下鞋子，
翘起一只脚坐在鞋上聊起家常。无非
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偶尔也会吵得脸
红脖子粗，闹得不欢而散。鸟儿们浑
然不顾人间的纷争，仍在树上叽叽喳
喳地叫个不停。“啪”，一坨鸟粪掉下
来，落在村民们的头上、脸上或者衣服
上，受害者便瞬间起身，拾起地上的鞋
子狠狠地向树上扔去，口里不忘骂上
一句。鸟儿们依然不理不睬，继续欢
叫着、跳跃着，“啪啪”，又掉下来两坨鸟
粪。村民们笑得前仰后合，笑骂道：“鸟
儿治你娃的病呢！”接着又是一阵大笑，
气氛倒是缓和了很多。

不光是上工时间，村里有重要的
事儿都到这棵老槐树下，这儿无形中
成了露天的会议室。如果村上的牛、
马、猪什么的牲畜得病死了，会计便召
集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拖到大树下，
先挖个土灶，支起大锅，呼呼呼地烧着
开水。边烧水、边屠宰，等水开了，烫
毛、开膛、分肉，两三个小时后，村民们
便在大槐树下排起了长队。肉按照家
庭人数的多少分，孩子们高兴地围着
队伍跑来跑去。队长或操刀人的孩子
必定最先抢到被吹得鼓鼓的猪尿泡，
先用绳子系住口，再用小竹竿挑着跑
来跑去，后面跟着一队的小伙伴，那种
优越感不言而喻。这时候的老槐树下

俨然成了欢乐的海洋。
伴随着一场场的电闪雷鸣，夏天

终将过去，老槐树的叶子开始蜡黄，伴
着秋风飘飘洒洒地泻下来，满地都
是。大地瞬间像铺上了一层鹅黄色的
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过不了两三
天，叶子便会被细心的村民拾回去，成
了非常好的羊饲料。泻落下来的不光
有叶子，还有槐树的种子，一颗颗的槐
树籽从树上掉下来，滚落在地上，被走
村串户的收种人采了去。小时候学校
里如果要收集树种，我们第一时间便
会想起老槐树，伙伴们飞也似的跑过
去，先到者必定是收获满满。

冬天里的老槐树最安静，漫天的
飞雪把它笼罩得严严实实，远远望
去庄严而肃穆，就像是农村里的老
人。老家的冬季大雪封路，村民们
很少出门，只有村口的那棵老槐树
孤单而又倔强地挺立着，它更像村
子里伟岸不屈的精灵。每年春节
前，村子里几位小脚老太太便会到
老槐树前，给树身系上一道道的红
布，颂几句经文，回村路上逢人便
说：“过年了，给树也搭个红！”这时
候的老槐树，像腰间系着红布的老
者，确实显得有几分神秘和庄重。
那棵老槐树，独自撑起了一片蓝天，
也充盈着我珍贵的童年记忆。

再后来，听说村里修渠的时候挖走
了那棵老槐树，从此那片土地光秃秃
的，少了许多生机。

（作者单位：陕西农信咸阳审计中心）

祁连山下祁连山下

金融灯塔金融灯塔
照亮城乡照亮城乡

国泰民安，山川锦绣。
看七十五载且守关河；四万

万人而挥衣袖。
狼烟烽火，志在青云；伟业鸿

篇，胸谋碧宙。
虎跃龙骧，枝繁叶茂。
青春热血兮绽芳华，沧海丹

心兮怀远岫。

嗟乎，礼炮齐鸣，可喜山河
之觉醒；长缨并发，何忧草木之
相融。

身浮国外，梦绕心中。①

抗美援朝兮驱虎豹，攻坚逐
梦兮笑苍穹。

飞天而探海，破浪乎乘风。
看神州大地之风云起，赤壁

遥山其道路通。
万里江山乃如画，三江碧水

之无穷。
山披粉黛，水映青葱。
革新思想兮寻良策，解放农

耕兮助谷丰。②

至若，盛世之如斯，壮年若
夫此。

海晏河清，人和景美。
深化民生而绘蓝图，聚焦

“新质”则寻宗旨。③

岁月之为期，创新乎不止。
日夜且奔流，循环而终始。
扶危济弱，常怀悲悯之心；

富国强军，乃继复兴之轨。

是故，悠悠之岁月，片片之
晚霞。

文明燕赵，信义中华。
有农信者，支农者。④

与共和兮同诞，持使命兮
无瑕。

服务地方，细数青丝与白
发；心怀大众，笑看绿色与红花。

强国富民，长盼千山颜若
锦绣；支农惠企，当歌四海路
之清嘉。

诗曰：
七十五年逢盛世，
峥嵘岁月巨龙腾。
初心不忘山河泪，
使命常怀禾黍兴。
百业争流添动力，
千帆竞发破坚冰。

金融“活水”青山沃，
国泰民安五谷登。

注：① 身浮国外，泛指在外
求学的爱国人士。②良策：改革
开放。③“新质”，即新质生产
力。④农信：河北省农信社

（作者单位：河北邢台农商银行）

《把信送给加西亚》是一本由阿尔
伯特·哈伯德所著的经典之作，它讲述
的是 19 世纪“美西战争”中安德鲁·罗
文中尉将一封具有战略意义的信成功
送达古巴盟军将领加西亚手中的故
事。作者通过罗文中尉向读者传达了
敬业、忠诚和勤奋的价值观。通过阅读
此书，我对自己的工作态度与方法进行
了深刻的自我审视与重塑。如何学以
致用，怎样成就未来，怎么彰显成效，我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坚定必胜信念。书中的罗文中尉
在接到任务时，没有任何推诿和犹豫，
立即出发，历尽艰险，徒步三周后成功
将信件送达加西亚将军手中。这是罗
文中尉无畏艰难、毅然前行的精神写
照，更是一种对工作的热爱和对责任的
坚守。我想，不论从事何种工作，要想
实现人生的梦想并取得成功，必须坚定
必胜信念。因为，思想是行动的指南，
信心比黄金更有价值。参加农信工作
以来，不论是在南县农商银行工作，还
是在益阳办事处工作，不论是在一线临
柜工作，还是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我
始终坚信任何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战
胜的，每项工作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坚持务实工作。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工作是干出来的。干工作，不仅要
有好的思想，还要有好的方法，更要有
务实的行动。当接到某项或多样工作
任务时，我们想的是如何去把工作做

好，如何以最快的时间做好，如何坚持
不懈地把工作做到极致，这里面就要强
调“务实”二字。罗文中尉在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始终坚守职责，不负使命，最
终成功将信件送达目的地。这份坚定不
移的忠诚，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我内心
的每一个角落，让我深刻理解了“坚守职
责，不负使命”的深刻内涵。古人云：“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因此，在当
前乃至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抬头走
路、低头做事”贯穿其中，勤勤恳恳去做、
扎扎实实去干，“吃得苦、耐得烦、霸得
蛮”的精神。

坚守久久为功。古有“水滴石穿”的
故事，更有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
芒。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
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罗文中尉在接
到任务后，立即出发，争分夺秒地赶往目
的地，最终，成功将信件送达加西亚将军
手中。这份恒心和毅力，不仅是他个人
品质的体现，更是我们每一位农商银行
人应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宝贵财
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作为新时
代青年农信人，将以“人民群众信任不信
任、不满意不满意”为标尺努力工作；同
时，围绕共同推进全市农商银行高质量
发展和助推现代化新益阳全面腾飞而坚
持着、拼搏着、奉献着，充分感受人生的
意义、工作的乐趣、生活的快乐。
（作者单位：湖南省农信联社益阳办事处）

冬月廿八是我的生日，我收到来
自四川攀枝花市苴却砚工艺大师杨万
里先生的特殊礼物——苴却把玩件

《鸿运当头》，甚是喜欢。
这枚长 9.5厘米、宽 7厘米、厚 5厘

米的手把件，着实让我爱不释手。眼
前，一尊打坐的老和尚，憨态可掬，左
手拇指、食指嵌住一元宝抵在下颚，笑
口大开，隐约可见牙舌；双眼眯缝、两
颊紧收、隆鼻高额、肥耳下坠，额顶染
一天然胭脂红俏色。再观老和尚身披
青布袈裟，右手收袖，从左手前交腕相
拥托在下腹，衣褶飘逸，曹衣带水，慈
祥智慧，生动传神。俏色用得极其巧
妙，额顶胭脂红、主体胭脂、衣衫淡青
色处理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极为雅
致，把那尊和尚刻画得活灵活现，得财
有运，爽朗天然，其命名为《鸿运当
头》，自是妥帖。虽为把玩件，实则大
作品。

我倒是对这命名另有看法，于我
而言，都是天命之年的人了，哪有那么
大的欲望，既不指望于“鸿运当头”，又
不迷恋于不义之财，能心底坦然、清心
寡欲、怡然自乐，便是美好时日、人间
清欢。我心里暗自思忖，要是把那个
元宝雕刻成酒杯，此时和尚酣畅大饮，
因酒性而额顶通红、放浪形骸，开口大
笑，似乎更合情理。不过，艺术大师自
有考量，毕竟是走传统的窠臼，也是大
众喜欢的题材，知道我在银行工作，有
美意延年之意，也不便贸然多提意见。

杨万里先生是我小学老师苟正发
的女婿，也是我初中同学苟敏的丈
夫。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绵阳打拼，
与老家的朋友们联系较少，直到 2017
年 5月在老家的那次初中同学会上才
得以结识。他们亲戚一家人都在攀枝
花市发展，从事苴却砚工艺美术创作，
现在个个都是工艺美术大师。最早带
头的任述斌先生，是同学苟敏的堂姐
夫。他是平昌县得胜镇任家湾人，12
岁学艺，20世纪 90年代初到攀枝花去
搞苴却砚产业，现在成为苴却砚雕刻

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我记得第一次认识任述斌是读小

学四五年级时，他在村小学旁的七道
河水库工程指挥部雕刻石狮子。喜欢
画画的我，一下课就去看，心里暗自揣
摩学习，还不停问这问那。从此，便同
大我 6岁的任述斌成为朋友。当年平
昌县举办国画展，在他的推荐下，我模
仿阳太阳《桂林山水》挂历创作的《家
乡七道河》获得优秀奖被展出，还获得
几十元的奖金。后来，我们失去联系，
听说他在攀枝花市发展，当时曾经升
学、当兵两无望的我，也有去找他学艺
的想法。

几十年过去了，我走了另外的路，

到绵阳闯荡并进入农信系统。回老家
探亲，我知道了杨万里、苟晓阳等一批
亲戚、老乡跟随他去学艺，都成为了苴
却砚工艺大师，实在让人感叹。

话说回来，我和杨万里先生那次
在同学会上加了微信，便随时关注他
的作品，遇到一些我心仪的苴却砚，便
留心收藏。我收藏了他的苴却石精品

《花好月圆》等摆件，先后写了《花好月
圆》《荷塘蛙趣》《攀枝花开红胜火》《金
秋浴牛见清凉》《嫦娥飞天》等多篇苴
却砚赏析作品，在相关媒体上发表，并
收录到我的散文集《松之吟》。我对杨
万里先生的作品特别青睐，不时通过
微信交流，与其进行作品探讨，感觉他
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雅致而天
成。一块顽石经过他的手，就会变成
一款让人惊艳的艺术佳品。2021 年
12 月中旬，我到米易县休假，专门到
仁和区看望他，才知道这么精彩的苴
却砚作品是在一个极其简陋的作坊
里 诞 生 ，让 我 很 震 撼 ，敬 意 油 然 而
生，更感觉到艺术家的不易，成功光
环的背后承载了他们多少艰辛和努
力。特别是他在雕刻那个《鸿运当
头》手把件时，我在视频看到他手指
意外受伤，心里很是关切，便随时关
注这个手把件的诞生历程。只见他
在雕刻时，动作时而轻缓，就像在轻
轻地抚摸着石头，仿佛在跟石头说：

“别着急，慢慢来哦。”时而又快速有
力，那刻刀在石头上划过，发出剜石
的“咔咔”声，好像在跟石头较劲儿，
看到那粉尘迷糊镜片下专注的神情，
兑现着他“不要浪费每一块材料，必
须用心设计才对得起大自然馈赠”的
庄重承诺……在我生日这个特殊日
子，得到杨万里先生倾注心血的佳
作，实在有缘。

寒冷的高原里，我不再孤独寂寞，
时而把玩着冰冷冰冷的手把件，心里
却有些温暖和喜悦，就像那带刺的玫
瑰，让人欲罢难休，增加一些乐趣！
（作者单位：四川阿坝州农商银行）

小时候冬天是非常冷的，天寒地
冻，滴水成冰。虽然那时农村的物质
生活并不丰富，但是，一些冬日里简
单的美食却给孩子童年的生活带来
了无尽的回味与欢乐。

一进腊月，父亲、母亲就让村里
做豆腐的师傅做上一盘豆腐。当还
冒着热气的豆腐送到家，先用刀切成
小块，晾在院子里，一夜就冻得梆梆
硬，放很长时间也不会坏。家里来客
人了，就用酸菜炖冻豆腐来招待，美
味又解腻。孩子们也不闲着，晚上用
开水与糖精、醋混合倒进喝水的杯子
里，再往杯里插上一根小棍儿，放窗

台外面冻一宿，就成了自制的冰棍；
酸酸甜甜的，既省钱又解馋。

那时候，乡村里冰箱还非常少
见，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挖菜
窖，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和红薯等果
蔬。虽然外面大雪纷飞，但菜窖里却
温度适宜，各种蔬菜非常新鲜。如果
家里来了客人，大人们从菜窖里拎出
一棵白菜，剁成馅儿，再切上一棵大
葱，放上猪肉馅，包一顿白面饺子，那
可是对客人的最大礼遇了。孩子们
也会跟着沾沾光，解一下馋。要知道
平日里大人们可是舍不得放肉的。

除了蔬菜，有些水果是不怕冻

的。秋天里摘下的柿子在月台上晒
软后，冬天直接放到院子背阴处冻
上。等到过年时用冷水一拔，托在
手里，捏住柿皮，用嘴轻轻一咬，软
糯甘甜的柿子汁立刻就俘获了你的
味蕾。还有从镇里大集上买回的酸
梨，放在筐里在院中找个地方冻上
几天，原来青皮的酸梨便会变得黝
黑，像一个个铁砣子。想吃时放进
水里拔一拔，原来酸涩的梨子变得
甘甜可口，一口气吃上几个才感觉
过瘾。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乡村里常见的
美食，花费不了几个钱，但让人觉得知
足。当然，如果有零花钱，也可以去小
卖铺、供销社买些花花绿绿的糖果、点
心，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好吃的。
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天天
好像在过年。但我还是非常怀念小时
候的乡村冬天，怀念和伙伴们欣喜地
品尝属于乡村冬日美食的场景。

（作者单位：河北迁安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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