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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刚刚，营业大厅一阿姨
见到我，突然深深地给我鞠了两
个躬。我正诧异我们的小同事又
做了什么“大好事”，阿姨却握着
我的手，眼里满含热泪地告诉我 :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你们的服务
特别好，我在中行办业务2 0多年
了 ，路 远 打 的 也 来 你 们 行 办 业
务。”

随后，阿姨又不好意思地说 :
“我想申请和你们的柜员合个影。
尤其这两个大小伙，服务特别耐
心细致。所以以前人多的时候，我
宁可等上一上午，也不去别的银
行”。

于 是 就 有 了 图 片 中 的 一
幕……

看着阿姨边搀扶老伴、边和

我们挥手作别的背影，我顺便采
访了一下身边的小同事：有没有
给客户解决过什么难题？提供过
什么特殊的金融服务？

小同事们纷纷摇头。
我突然感悟 :这个社会的老人

真的需要各行各业的关爱！感谢
阿姨！感谢这样忠诚的客户！感谢
阿姨对中国银行的信任！

2 0多年，给阿姨服务过的柜
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最初服务的
小姑娘已经成了大姑娘的妈，而
今天柜台上的小伙子20年后也会
成为大小伙子的爸，人员更迭，但
我相信：中国银行好的服务传统
必将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我不禁感慨：2 0多年贴心平
凡的服务，换来了客户的满心感

激。所以，有时候，感动他人温暖
自己的，不一定是大动作，往往是
细节中的贴心，平凡中的温暖，点
点滴滴，暖人心脾。

(段秉悦)

服服务务传传承承2200年年 获获客客户户真真心心点点赞赞
近日，临淄区非税收入管理局联合中国银

行临淄支行积极落实省财政厅“政府非税收入
使用第三方支付方式缴费”的通知要求，主动
推进“放管服”改革和“一次办好”工作要求。

非税收入管理局召开金融机构第三方支
付推进会，为区内各执收单位一次办好提供产
品支持。中国银行强大的非税POS机功能，不
仅可以满足银行卡刷卡缴费，同时微信、支付
宝也可以实现银行扫码缴费，获得参会人员高
度认可。非税收入管理局鼓励中国银行尽快推
广到各执收单位，实现办事、缴费一次办理，提
高效率，真正实现便民惠民利民。

目前，中国银行已与临淄区公安局、环保
局签约，临淄区非税收入管理局将与临淄中行
共同推介缴费排队较多的其他事业单位上线
POS机具，理顺服务环节流程，让人民少跑腿、
少等待，全力一次办好。

(于洪玲)

临淄区非税收入管理局与

临淄中行合力助推“一次办好”

聊斋文化的现在与未来（三）

“蒲松龄”将走向何方，蒲氏族人、当地政府正积极探路

建建综综合合性性文文旅旅项项目目，，让让聊聊斋斋文文化化焕焕生生机机

“蒲松龄”及聊斋文化是淄
博的一张名片。在文旅融合发展
的大趋势下，“蒲松龄”站在了十
字路口上，如何用好、发展好这
一文化品牌成为各方关注的焦
点。对此，蒲氏族人、政府部门都
在积极摸索、探寻新路径。

本报记者 巩悦悦

高科技呈现聊斋故事

让游客身临其境

“对于聊斋文化，如何来发
扬，如何将它真正推向全国、推
向世界？这是我们当地政府的责
任。”淄川区文化旅游与新闻出
版局副局长李敏绪说，“蒲松龄”
不仅是淄川的一张名片，还是淄
博市的一张名片。

“2015年，我们与长城影视
集团签署协议，将其引进后，长
城影视集团准备在淄川总投资
30亿元，建设齐长城文化旅游创
意园，其中就有聊斋板块。”据李
敏绪介绍，以前，聊斋园一直是
村办企业，经常会遇到体制与机
制上的障碍，导致停滞不前。“现
在，我们将聊斋园托管给了长城
影视集团。下一步，他们要将拍
摄地放到聊斋园，目前准备投拍

的电视剧叫《聊斋奇谈》，到时可
以吸引游客来看拍摄过程。电视
剧拍完播出之后，如果能在社会
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剧中场景也
会形成新的旅游景点。”

李敏绪认为，一个景区若想
保持活力，必须要推陈出新，同
时还要对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
提升改造，不断增强游客的游览
舒适度。如果真正将影视城做起
来后，将成为高端的影视娱乐产
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打造成
像横店一样的影视城。

“与此同时，在蒲家村西北
方向，正在做梦幻聊斋VR项目，
从《聊斋志异》中选了包括聂小
倩在内的知名度高的故事，将聊
斋故事用VR高科技呈现给游
客，为游客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李敏绪说，聊斋故事中的
鬼狐神妖跌宕起伏，非常适合做
旅游项目。“游客，尤其是年轻游
客，一定非常喜欢这种旅游项
目，我对此很有信心。”

保持古村落原貌

进行提升改造

蒲家村是国家级传统村落。
“我们与中国美术学院合作，为
古村落做规划。现在概念规划已
经出来了，8月30日，要对古村落
的详细规划进行招标。”李敏绪
说，从近处来看，要将古村落建
成像周村古商城那样的街区。从
远处来看，他们希望将其建成像

台儿庄那样的旅游景区。
据李敏绪介绍，从去年年底

开始，洪山镇政府已经启动了搬
迁工程，现在大部分村民已经签
署了搬迁协议。“我们现在是‘两
条腿’走路，一方面地方政府做
村民整体搬迁工作，为发展旅游
产业腾出空间；另一方面，我们
正在推动项目规划。”

淄川区洪山镇副镇长肖滨
向记者介绍，8月28日，他们开始
了村民的搬迁安置工作，准备在
保持古村原貌的基础上，进行改
造提升，搬迁安置工作计划在12
月底完工。“搬迁涉及村里260个
院落、500多户村民。计划在村迎
宾楼南侧的70多亩地上，对居民
进行安置。”

“将古村落打造成一个综合

性的文化旅游项目，从而对新旧
动能转换、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会有极大
的推动作用。”李敏绪说。

谋划筹建聊斋书院

办聊斋文化全国巡回展

蒲建工是蒲松龄第十二世
孙，他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
越重。“从小听爷爷唱小曲儿，长
大后才知道那就是俚曲。现在确
定下来的仅有12个曲拍，我们要
做的就是传承和保护好它。”蒲
建工坦言，从蒲松龄编曲到现
在，已经过去了300余年，他们特
成立了聊斋俚曲传承保护中心，
计划首先从附近村庄拜访老人，
在保护好现有曲拍的基础上，发

掘出新的曲拍。
“蒲松龄是淄博唯一一位产

生世界级影响的文化名人，也是
古代著名文学家中唯一留有作
品手稿的，如何进一步弘扬聊斋
文化、发挥淄博这张重要文化名
片的作用，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也是我们的重大责任。”蒲松龄
纪念馆馆长焦伟说，他们一方面
将继续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另
一方面积极寻求事业发展的突
破。“与大中小学校合作开设聊
斋文化讲堂，谋划筹建聊斋书
院，完善‘纪念馆—研究会—学
术刊物’三位一体发展的机制，
争取再举办一届聊斋学国际研
讨会。

焦伟说，他们将积极推动展
览陈列改善，力争实现对书画展
室的改造提升等。“在上级大力
支持下，做好文物征集工作，努
力把纪念馆建成聊斋资料中心、
研究中心、展览中心。在出版方
面集中力量完成对聊斋俚曲单
行本、蒲松龄诗词赋单行本、聊
斋文注白的编辑出版工作。”

“我们将继续实施‘走出去’
战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举
办聊斋文化全国巡回展，使聊斋
文化成为宣传淄博、建设文化强
市的重要载体。”焦伟说，弘扬聊
斋文化任重道远，需要全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支持。“希望大家关
心关注蒲松龄纪念馆，让我们共
同为打造淄博独有的聊斋文化
名片而做出更大贡献。”

蒲家村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保持着古村落的古朴风貌。

本报记者 巩悦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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