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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卢红波 谢会生

一季度是各家金融机构发挥自身优势，打拼、

分割市场资源的关键时期。 农行武陟县支行把开

展 “春天行动” 和党员创先争优活动有机结合起

来，通过党支部间及党员间举办擂台赛的形式，使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得

到充分发挥，创造了比服务、比效率、比业绩，人人

争先、人人创优的良好氛围。

赛服务，比客户满意度谁更强

文明标准服务是农行永恒的主题。 农行武陟

县支行在文明标准服务导入一系列活动开展以

来，始终结合创先争优工作，组织开展争创“党员

示范岗”活动，进一步激发广大员工爱行爱岗的热

情。 各党支部开展业务技能比赛、晨会演练、规范化服

务分析点评活动，采取互帮互学的形式，不断提高员工

的整体素质；采取开展集中宣传、发放宣传折页等多

种形式，宣传各类业务以及

ATM

机、网上银行、转

账电话、

95599

电话银行等； 对各网点服务全方

位、高频率检查评比，对先进网点、优秀柜员、优秀

大堂经理给予物质及精神奖励， 调动员工的比、

学、赶、帮、超积极性。该支行通过在网点之间开展

比服务活动，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连续两年被县人

大常委会评为“人民满意单位”。

赛效率，比拓展市场谁更快

为争抢市场份额，该支行围绕核心客户、核心

业务和核心产品， 在最短时间内提供全方位金融

服务。农行武陟县支行要求各党支部间加强协作，

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头作

用，形成前台为客户服务、后台为前台服务、部门

紧密协作的优秀团队。活动开展以来，网点党支部

每天对客户营销、信息收集早安排、晚汇报，当日

事当日毕。 该支行的党员都能以身作则， 率先垂

范，托亲戚朋友，拓展市场。 该支行行长张红旗带

病到大客户和企业推介产品、 营销贷款； 网点主

任、 共产党员王国富对附近区域内的商家店铺逐

一走访， 了解金融需求， 现场指导和办理相关业

务。今年年初，该支行个人金融与城区三个网点的

党员， 结合开展电子银行产品进市场、 进商铺活

动，两天时间营销转账电话

80

户，对公基本户

1

户，

POS

商户

1

户，个人网银

20

户，第三方存管

1

户。

赛业绩，比活动效果谁更好

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 该支行党委把营销

业绩作为检验网点、部门、个人落实创先争优工作

的重要标准。 今年

3

月份，农行焦作分行开展周擂台赛活动，在第一周

表彰会上，该支行人均理财销售额、中间业务收入人均增量在

9

家支行

评比中分别获得第一名、第二名，西陶分理处、营业部、詹店分理处、黄

河大道支行分别在人均基金销售、人均寿险保费收入、人均各项存款增

量排名居市分行网点排名前列。 该支行还涌现出了揽存

1800

万元、销

售理财产品

2000

万元的共产党员王春凤， 营销代理保险

50

万元的共

产党员孙海亮，营销股票型基金

50

万元的共产党员范长流等一批优秀

党员干部。截至

3

月底，该支行储蓄

存款完成市分行计划的

128.4%

，同

业 存 款 完 成 市 分 行 计 划 的

314.75%

，中间业务收入完成市分行

计划的

112.1%

。

“及时雨”和“大靠山”

———邮储银行博爱县支行服务农户二三事

本报记者 孙阎河

本报通讯员 王莎莎

经过不到三年的发展，邮储银

行博爱县支行的小额贷款业务就

因其贷款门槛低、办理手续快而受

到当地广大农民的称赞。 截至目

前， 该支行小额贷款余额为

4500

余万元，其中农户的贷款量占到三

分之一以上。

博爱县清化镇倒槐树村的赵

永利是一家铁锅加工厂的老板。今

年

1

月份，正是进料的时期，可赵

永利因流动资金紧张，一时拿不出

进料款，加工厂的经营也陷入了困

境。老赵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邮储银

行的小额贷款业务。从提交贷款材

料到审批通过， 不到三天时间，老

赵便顺利拿到了

10

万元贷款。 “邮

储银行的小额贷款真是快，‘好借

好还’也真是名副其实呀。 ”拿到贷

款后老赵心里踏实多了，逢人就夸

邮储银行。 今年

3

月

1

日，老赵高

高兴兴地再一次来到邮储银行信

贷部， 他说：“这

10

万元贷款可是

‘及时雨’啊，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现在铁锅加工厂的经营情况正常，

而且生铁价格比年前每吨上涨了

近

500

元，这让我省了不少成本。 ”

老赵一边汇报情况，一边非要请信

贷员的客不行。

秋季对于奶牛饲养户来说 ，

是奶牛口粮储备的季节， 但这笔

费用是不小的开支。 往年， 到了

这个季节， 当地奶牛饲养大户薛

祖保都要自己高息借钱， 才能保

障青储储备。 去年， 一个偶然的

机会， 一个朋友向他推荐邮储银

行的小额贷款， 正急于筹钱的薛

祖保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该

支行。 他向工作人员介绍了自己

的情况后， 工作人员立即热情地

接待了他， 并根据他的实际情况，

初步帮他制订了融资方案。 之后，

该支行信贷部主任和信贷员到薛

祖保的饲养小区考察， 并将小区

内大多数饲养户都需要小额贷款

的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 过了不

久， 该支行就与薛祖保和其他奶

牛饲养户达成协议。 不到一周时

间， 该支行向小区内的奶牛饲养

户发放了小额贷款。 薛祖保高兴

地说， “邮储银行的小额贷款解

决了饲养小区的大问题， 如果不

放款或迟放款， 我们都要找私人

高息借钱， 利息高出邮储银行小

额贷款一倍还多。 邮储银行真是

俺农民的大靠山呀。”

中行焦作分行

被评为行风效能热线优秀上线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王风岐） 日

前， 中行焦作分行被焦作市政府

纠风办评为

2010

年度行风效能

热线优秀上线单位。

近年来， 该分行把行风效能

热线上线工作纳入全行行风和效

能建设总体规划，一把手亲自抓，

班子成员各负其责， 明确专人协

调联络， 并从三个方面着手做好

上线工作。 一是作好上线的内容

准备，每次上线前，该分行结合业

务工作实际，从客户最关心、最想

了解的热点问题入手， 认真准备

上线文字内容；二是直播期间，认

真解答群众咨询的问题， 对群众

反映的实际问题， 当场作出负责

的解释和承诺， 切实为群众排忧

解难；三是上线后，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进行调查落实， 对涉及多个

部门的问题， 由监察部门予以协

调、督察，及时给群众一个满意的

答复。

2010

年，该分行一把手三次

做客焦作市行风效能热线栏目，

现场解答群众咨询的问题

12

个，

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5

个， 赢得

了广大客户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

评。

工行焦作分行

开展“合规执行年”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孙晓军） 今

年年初以来， 为进一步强化合规

管理， 有效防范和控制各类经营

风险，杜绝违规事件发生，工行焦

作分行采取多项措施， 积极开展

“合规执行年”活动，提升制度执

行力。

该分行要求各支行、 各部门

加强学习，规范操作，严格履行合

规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逐层、逐

级、 逐岗位签订了合规执行责任

与承诺书，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同时， 该分行要求通过开展

“合规执行年”活动，彻底解决屡

查屡犯、有章不循、违章不纠、粗

放经营等问题， 正确处理业务发

展与加强内部控制的关系， 提高

对各类风险的掌控能力。

该分行通过组织每周班后两

个半小时的 《员工行为禁止规定

（试行）》、《业务操作规范》、《银行

业监管法规》等相关制度、业务的

学习，提升制度执行力。该分行还

对辖属各支行进行包片督导，明

确督导部门分包支行的基层营业

机构负责人，按月、按季对所属员

工应知应会、 是否知悉理解的评

定结果进行复审， 并对分包支行

的活动开展情况、自查情况、问题

整改等负责。

春风拂面暖人心

———市商行解放支行优化服务侧记

本报通讯员 李忠平

当你走进市商业银行解放支

行营业部， 大堂经理一句温馨的

话语，一个甜美的微笑，犹如春风

拂面，温暖着客户的心。

该支行地处市区繁华商贸

圈，周边商铺林立，来这里办理业

务的客户络绎不绝， 窗口业务量

平均每天

300

多笔， 在业务高峰

期，时常出现排队现象。 如何在现

有条件下， 为广大客户提供快捷

优质的服务？ 该支行把非现金业

务从窗口内搬到营业大厅， 专门

设立

2

个非现金业务专柜， 选派

业务素质高、表达能力强的冯彬、

吕慧为综合柜员， 面对面与客户

交流，为客户办理转账 、电汇 、票

据等业务。

3

月中旬的一天，已经

是中午快下班的时候， 市力仁煤

炭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李丽到该支

行非现金专柜办理业务。 该公司

有一笔大额货款需要尽快汇到外

地供货商的账上。 李丽焦急地向

吕慧讲明缘由， 吕慧根据业务操

作规程，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随

后加班为李丽办理了汇款手续 ，

及时汇出了大额货款。

4

月初，李

丽专程到该支行， 向支行负责人

表示谢意。 由于货款汇到及时，该

公司不仅避免了损失， 还获得了

不少利润。

该支行非现金专柜设立之

后，对个人也能办理转账 、开卡 、

身份证联网核查、 修改密码等业

务。 在百货大楼商业步行街开了

一家时装服饰专卖店的张女士 ，

由于生意做得好， 每个月都要到

上海进货，以往都要带大量现金，

在路上很不安全。 该支行大堂经

理靳春蕾在与张女士聊天中了解

到这些情况后， 建议张女士打电

话联系服装供货商， 问清对方的

账号，然后通过转账，只要轻轻敲

几下键盘， 对方就能及时收到货

款，方便、快捷、安全。 如今，张女

士再也不用来回在路上奔波 ，每

次进货，电话联系，货款到对方账

户上，三天之后，货物通过物流公

司直接发到了服装店。

为认真落实建

行总行关于领导人

员廉洁从业 “八严

禁 ”规定 ，近日 ，建

行焦作分行组织全

体管理人员举办了

认真贯彻廉洁从业

“八严禁”， 坚决向

违规违纪行为宣战

承诺签字仪式。 管

理人员举起自己的

右手， 许下庄重的

诺言； 签下自己的

名字， 自觉接受全

行员工的监督。

王 涛 摄

就像一只候鸟，一位年愈六旬的澳大利亚女士

10

多年来不停地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与北半球的中国大陆之间“飞来飞去”。

这位女士就是中国孤儿救援组织

COTA

（

Chinese Orphans

’

Assistance Team Inc.

）创办人、首届“焦作市志愿者服务市长奖”金奖

获得者琳达（

Ethne Linda Shum

）。

在我市，琳达共有

60

多个“孙子”、“孙女”。 这些孩子来自焦作、郑州、新乡等地的福利院，都是先天性脑瘫、脊柱裂、心脏病、

失明或失聪的孤残儿童。

“奶奶”有孙六十多

本报记者 陈作华

A

题记：“我们可能做不了伟大的事情，但

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去做能够做到的事情。 ”

——— 琳达

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每个生命都值得我们去爱

琳达原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所公立小学的高级

教师，她是

3

个孩子的妈妈、

9

个孙子的奶奶。 但她说，

自己后半生的梦想在中国。这个梦想是：在

COAT

呵护

下的孩子都能得到健康成长和良好教育， 长大后能够

自立、自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1998

年

4

月， 时年

50

岁的琳达随着一个志愿者

团队首次踏上中国大陆。在我市福利院做义工时，她接

触到了因各种残疾而被父母遗弃的孤儿。 孩子与她游

戏时的欢快笑声，孩子与她分别时的依恋眼神，深深铬

印在琳达的心里。

在返程的飞机上， 琳达的心潮如机翼下的云团一

般激荡翻滚。这个团队以后不再来这里了，可这里的孩

子却牢牢地留住了她的心。 一个念头逐渐清晰并坚定

起来———成立一个中国孤儿救援组织， 用自己的全部

母爱和最大力量，去温暖这些孤残儿童的心。

当年

11

月，她独自又来到这些孩子的身边。此后，

每当学校放假， 她跟丈夫就像候鸟一样从南半球的澳

大利亚飞到北半球的黄河岸边。 起初是给孩子们做生

活服务，带他们做游戏、逛公园，之后，她把服务内容延

伸到培训和康复训练。“越早越充分地介入对孤残儿童

的教育和治疗，他们就越有机会获得自理自立的能力。

我相信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每个生命都值得我们

去爱！ ”琳达说。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琳达于

2003

年和我市福利院

合作创办了给孩子们提供理疗和教育的

COTA

康复中

心，先后开设了

7

个特教室和

1

个多功能康复大厅。由

COTA

提供经费赞助，增加康复特教老师人数，并对他

们进行专业培训。 此后，福利院里孤残儿童康复特教受

训率不断提高，一批又一批脑瘫和智障儿童通过特教康复

训练，身体条件逐步好转，有了基本生活自理能力。

这些年来，琳达还通过国际慈善机构，联络并组织

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和中国香

港地区的教育、理疗、育儿和医护专家

200

多人次先后

来到我市福利院，对员工进行培训，为孩子们开展康复

治疗。

Ｂ

家庭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让孩

子有家的归属感和温暖感， 成为琳达心里的又一个目

标。

2006

年，琳达与我市福利院签订协议，开展孤儿家

庭寄养，她把家庭式养护中心起名为“鹰的翅膀”，寓意

要为这些从生命开始便面临残疾并遭受遗弃的孩子们

插上飞翔的翅膀。

琳达开始在我市为“雏鹰们”筑巢，起初是租房，后

来是购房，至

2010

年，家庭式养护中心已发展到

6

个

寓所 ，最多时安置了来自我市、郑州、新乡、平顶山等

地福利院的

85

名孤残儿童。 与此同时，琳达雇用了

47

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和康复教育。

在组建“鹰的翅膀”过程中，琳达的丈夫荷瑞因病去

世。 这位与琳达同在一所学校、多次来我市福利院做义

工的慈善人士，在临终前说出了自己的遗愿：把骨灰带

到中国，撒在焦作市福利院的草丛中，让自己永远和这

里的孩子在一起。

2007

年， 琳达把丈夫的骨灰埋在了我市福利院的

花篱下。随后，她用丈夫的抚恤金，在我市锦祥花园购买

了一套

160

平方米的住房，将之命名为“鹰的翅膀

1

”。

一年后， 她又在该小区购买了

190

平方米的第二套住

房，起名为“鹰的翅膀

2

”。 如今，在锦祥花园，共有

3

个

“鹰的翅膀”和

1

个用于教育及康复训练的“希望乐园”。

既然是个家，作为“家长”的琳达就要管起家里所有

孩子的吃、穿、住、医疗、康复、教育。能够治疗的，琳达想

尽一切办法把孩子送进医院。这些年来，先后有

20

多名

残疾或患病的孩子被送到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医院接

受治疗。

脊柱裂患儿福建伟两岁半了仍不会走路，被送到北

京做手术后恢复了行走功能。

10

岁的脑瘫患儿福杰，经

手术治疗后会自己刷牙、吃饭。近日，又有

3

名先天性唇

腭裂孩子被送到郑州，接受矫治手术。

残疾孩子也是宝，他们更需要教育

4

月

11

日，记者在“鹰的翅膀

6

”寓

所里，见到了刚刚从澳大利亚“飞”来的

琳达。

这是一个拥有

9

个孩子的家庭。 这

里的孩子全是脑瘫或脊柱裂患儿， 没有

一个会走路的。 琳达兴致勃勃地向记者

逐一介绍她的孙子、孙女。她能叫得上每

一个孩子的名字。 她的汉语外人听不太

懂，但孩子们却能听得明白，能与她快乐

地说笑。 “家要像家的样子，每个家里的

孩子不能太多。 为了保证孩子的生活质

量， 目前家庭寄养中心的孩子保持

62

个。 ”琳达说。

记者看到，房间里清新整洁，完全没

有因患儿大小便失禁所常有的异味。

孩子的床一律是低矮型的， 床上被

褥平展且柔软。工作人员说，琳达为买到

这样的床铺，几乎跑遍了整个焦作市。

“她每次来， 都要在各个家里住几

天。孩子们口口声声叫她奶奶，她有着回

家一样的感觉。看到这个孩子长高了，那

个又学会了点什么 ， 她高兴得像个孩

子。 ”琳达的翻译说。

即使不能走路的孩子， 每天也要被

送到“希望乐园”里学习。 拼音、写字、算

术、手工、绘画、唱歌、电脑……都是孩子

们要学的内容。 “许多孩子行动有障碍，

但脑子管用， 说不定哪个孩子在某方面

就会成为奇才。 ” 琳达说，“我是搞教育

的，知道怎么开发孩子的智力。 ”

让孩子开眼界、长见识，是琳达教育

孩子的另一种方法。在中国期间，她若去

别的城市， 一定要带上几个孩子一同前

往。 去年，她安排了一个孩子前往澳大利亚

观光，今年打算再安排两个，她想让孩子

亲眼看看那里的袋鼠和袋熊。

“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梦想，就是办

一所设施齐全、教学条件好的特教学校。

除了安排寄养中心的孩子学习外， 还能

让那些家庭困难的残疾孩子也能免费入

学。如果我在有生之年做不成这件事，希

望能有人接着我继续干。 ”琳达说。

“跟孩子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

60

多个寄养孩子的吃穿、 医疗、康

复、教育、房租，

40

多个员工的工资，一

年的花销有多少，记者不得而知。家庭养

护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仅每月的水

电费就要上万元。 除去按年缴的房租、网络

费外，上月的日常费用就有

19

万多元。

“这些年来，琳达把自己的时间和精

力都投入到中国孩子身上， 几乎没有放

松和休息的时间。 ”琳达的助手、来自美

国的爱心人士多娜说。

为中国孤儿募集资金， 是琳达在澳

大利亚期间的主要工作之一。 “其实，没

有什么大公司专门资助

COTA

。 琳达除

了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投入进来外，主

要是奔走于学校、商场和一些中小企业，

以自己的爱心宣传感动他们， 将小钱汇

集成大钱。 ”多娜说，“周日里，她会带着

孩子们的照片去购物中心， 呼吁人们资

助残疾儿童。傍晚时，琳达带回的往往是

一整箱的硬币。 ”

为了中国孩子的“家”，琳达还走进

了昆士兰州的许多家庭。 一位卧床多年

的老夫人听了琳达的介绍后， 把中国孤

儿的照片挂在卧室的墙上， 每天看着这

些照片为孩子们编制短毛裤。每隔半年，

老人就把几百条短毛裤邮寄到

COTA

孤

儿家庭养护中心。

“她每次到中国来，都把自己的钱和

募集到

COTA

账户上的钱分得很清楚。

她要求账户上的钱一分不少地用到孩子

身上和员工工资上。可很多时候，当她带

着孩子逛书店、玩具店时，掏出的都是自

己的钱。 ”

COTA

管理人员说。

2005

年，琳达了解到市福利院办公

车辆不足，就动用

COTA

账户资金，为该

院捐赠了一辆五菱阳光面包车。 后来，

COTA

又购置了一辆面包车， 琳达要求

这辆车只用于接送孩子上学和康复训

练。而日常采购物品，琳达都是骑着一辆

电动三轮车跑来跑去。

2008

年初冬，琳达又来到焦作。 人

们看到她时不禁一惊：她拄着拐杖，走路

一瘸一拐，人也瘦了许多。 原来，她腿部

神经患病，且治疗效果不好。

她这次带病前来， 是专门为员工们

办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她了解到，

中国已经出台政策， 用工单位必须在规

定时间内为员工办理这些保险。“因为增

加这笔支出，员工的费用几乎翻了一倍，

她的压力很大， 一直在带病奔波募集资

金。有人劝她不要着急，很多企业也还没

有执行。但她认为这是员工应有的待遇，

不能拖欠。 同时，善待员工，就是善待孩

子。 ”多娜说。

自

1998

年至

2010

年

5

月 ，

COAT

直接用于孤残儿童抚养、教育、医疗和员

工培训、工资的费用已达

100

万澳元，折

合人民币

600

多万元。

2010

年，在首届“焦作市志愿者服

务市长奖” 颁奖晚会上， 琳达被授予金

奖。

“跟孩子们在一起， 是我最大的快

乐；给孩子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是我最大

的自豪。 ”琳达说。

给孩子一个家，这个家就叫“鹰的翅膀”

Ｄ

Ｃ

阅读

提示

琳

达

与

孩

子

们

一

起

唱

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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