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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转型助推地方经济建设
本报记者 张萍

邮储银行日照市分行成
立5年来，以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为己任，立足自身发
展优势，全面实施“新邮储、
新起点、新形象”营业网点装
修改造和规范化服务，加快

新业务开办、新产品开发步
伐等，全面提升邮储银行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为推动建设海洋特色城市做
出了积极贡献。
全面推进网点建设

该行首先从“硬件”上提
升服务能力入手，立足企业发
展战略高度，高起点、高标准、
高要求，全面推进网点建设。
五年来，累计新建、装修改造
网点12处，占自营网点85 . 7%。

作为邮储银行日照市分
行老客户，家住阳光花园的
崔瑞英感受深刻。“近几年，
邮储银行网点越来越多，并
且都新装修改造了，业务种
类也越来越多，让我们客户
感觉到更温馨、更舒适。”
实施“业务转型工程”

邮储银行日照市分行积
极实施“业务转型工程”，全
面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能力，经过5年发展，从开
办之初单纯储蓄业务逐步延
伸到涵盖负债、资产和中间
业务三大领域。

“尤其是近两年，我们按
照客户需求，积极推进信贷
业务产品创新工作，在开办
小额贷款、个人商务贷款、二
手房按揭贷款、一手房贷款
基础上，于2011年3月份开办
小企业贷款，全力支持全市
小微企业发展，至目前，累计
发放小企业贷款3 . 1亿元，惠

及187个中小企业。”邮储银行
日照市分行的工作人员对记
者介绍道。

“每次去银行办业务，工
作人员都很热情，这些年做
生意经常遇到资金难题，每
次都是邮储银行帮了我大
忙，一次次度过难关，迎来事
业的转机。”该行VIP客户丁
明果说。据悉，至目前，邮储
银行日照市分行发放各类贷
款46 . 19亿元，共惠及4万个农
户、商户、小企业主。
搭建银企合作平台

邮储银行日照市分行注
重和政府部门合作，充分发
挥个体私协、工商联、共青
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
资源优势，深化合作，搭建银
行、企业合作共赢发展平台，

架起银企沟通交流平台。
该行和团市委联合，开

展两届“邮储银行杯”山东省
青年创业大赛日照赛区赛
事，并召开日照市青年创业
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会议，实
施青年创业贷款贴息政策，
全面支持青年创业。

与此同时，和劳动保障部
门联合，对下岗创业人员发放
再就业担保贷款累计1455万
元；与大型市场管委会联合，
推出市场方担保贷款。该行还
与日照市工商业联合会联合
定期召开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座谈会，为小微企业量身制作
融资方案；进驻日照市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中心，为他们提供
融资方案、金融服务咨询，全
面提升了服务水平。

规范化服务推进网点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型

450 名小学生九成自带午饭
“三热工程”帮孩子吃上热饭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裕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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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樱桃留着卖

孬樱桃带着吃
五莲县汪湖镇中心小学

里，学生家最远的离学校十多
里路，虽然学校里有食堂，但少
部分学生还是选择从家里带饭
解决午餐。

5 月 28 日，记者来到该小
学。9 岁的张格格家在张家仲
崮村，留着齐耳短发和刘海，脖
子上整齐地系着红领巾。她的
午餐是一根已经咬了一小截的
黄瓜和一些樱桃，有些樱桃已
经烂了。

“黄瓜我在第二节课下课
后吃了一部分，打算留一些放
在午饭时再吃。”张格格说，家
里种了一些樱桃，好的都卖出
去了。“一些烂得不是太厉害

的，我们就留着自己吃了，扔了
也太可惜了，樱桃这么贵。”懂
事的张格格说。

用馒头“夹”菜花

一包饼干当午饭
29 日，记者来到东港区三

庄镇竖旗小学，一年级的郑鑫
带的午餐是土豆丝和煎饼，还
有 2 个桃子。妈妈每天 7 点要
去一家缝纫厂上班。“妈妈要是
早上没空，就会给我带一盒泡
面，”郑鑫说。

三年级的范雪芹今年 1 1

岁，家住官庄村，她带的午餐是
菜花和馒头，菜花放在一个塑
料袋里，是从学校食堂买的，
1 . 5 元一份，吃饭时，由于没有
筷子，她就用馒头“夹”菜花。爸
爸在三庄镇送报纸，妈妈每天 7

点要骑着摩托车去一家家具厂
上班，早出晚归，中午不回家。
除了在学校买着吃，妈妈还给
自己带过煎饼卷咸菜、牛奶和
大碗面。

“三热工程”

让孩子体会温暖
据五莲县汪湖镇中心小学

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现在实
行“三热工程”，保证学生的热
水、热饭、热菜，从家里带饭的
学生占少数。记者1 1点在小学
的食堂内看到，3名工作人员正
在忙活。由于食堂吃饭的地方

暂时不多，很多学生买完后，都
拿到教室里吃。

“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自周
边1 3个村，共计4 5 0余人，带饭
的得有400人左右”。竖旗小学
关爱行动办公室主任范奉林
说，学校组织即将退休的教师
在每天的8点至1 1点给孩子们
送热水，保证每个孩子中午都
能喝上热水。

“前段时间，上级教育部门
领导打算在2013-2014年，投资
近200万元建设约容纳600余人
的学生餐厅，到时孩子们的就
餐状况就可以大大改善了”，范
奉林说，目前正在立项。

由于家离学校远，竖旗小学部分孩子都从家里自己
准备午餐。

五莲县汪湖镇中心小学五年
级二班的孟祥辉今年 12 岁，家住汪
湖镇燕河村。他的灰色书包是妈妈
去年在汪湖集上给买的，但是具体
的价格已经记不清了。虽然才买了
一年，但是已经破旧不堪，书包堆
放在桌子下面，包外面是一层灰和
油垢。

书包里装着各种教辅材料：语
文、数学和英语练习题，作文书和
作业本，还有一把直尺。书包里还
有一个台历做成的垫子。

“学校里的桌子坑坑洼洼的，
考试时试卷放在上面根本无法写
字，我就用今年的日历当垫子，又
厚又硬，很好使，还省了买垫子的
钱。”孟祥辉说。

旧台历当宝贝

六一儿童节来临，记者近日走访了五莲县汪湖
镇中心小学和东港区三庄镇竖旗小学，不少学生从
家里带午饭在学校吃。

注意饮食搭配，引导孩子不挑食

天热了，助学园饭菜很丰富
本报记者 李清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很多时
令蔬菜开始上市。5月29日，记者
走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内近10家
助学园，与您一起分享学生们的
午餐食谱。

位于日照市第一实验小学
附近的一个助学园内，阿姨给孩
子们准备的午餐是三菜一汤，中
午特意增加了新上市的茼蒿和
菜花。为了让饮食搭配更加合
理，三个菜中分别采用了三种不
同颜色的蔬菜。29 日的菜包括
西红柿鸡蛋、菜花炒肉和清炒茼

蒿。天气越来越热，为了防止同
学们中暑，最近的汤主要是绿豆
汤和海带汤，清热解毒防止中
暑，再合适不过了。

据办园的张女士介绍，该助
学园除了给孩子们提供日常午
餐，也要根据学生要求及课程安
排，给予适当照顾。比如今天上
一年级的陈俊杰因为拉肚子提
不起食欲，助学园为他熬了米
粥，清淡的同时养胃、易消化。

为了让同学们不挑食，营养
更均衡，助学园平时准备饭菜时

就特别注意，采取了很多措施引
导学生们建立正确的饮食习惯。
比如，把肉剁碎，蔬菜注意颜色
搭配、菜品口感做得尽量爽口一
些。这样的小细节并不容易被发
现，但是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孩
子们吃饭挑食导致的营养摄入
不均衡问题。

29 日中午，记者来到日照港
一小附近的一家助学园，当日的
午餐是馄炖和蔬菜汤。馄炖是园
内的工作人员现包的，蔬菜汤内
则加进了胡萝卜、西红柿和小黄

瓜等蔬菜。每次半个小时的午餐
时间过后，都会有水果。29 日的
水果是西瓜，近一个星期以来圣
女果、西瓜和草莓轮番上阵。

据该园负责人王女士介
绍，饭后水果是吸引很多孩子
吃饭的有效途径。他们并不是
每餐都提供水果，一般是隔一
天或者隔两天才会供应一次。
夏天就要到了，选择新鲜的蔬
果是他们助学园的必要功课。
他们会在注意成本开支的同时
合理搭配营养。

学生书包

城里孩子

东港区三庄镇竖旗小学三年级
的刘小萌今年 10 岁，家里还有一个
7 岁的妹妹，住在刘家沟村。她的书
包里装着一盒 12 支装的水彩笔，是
一年前爸爸在村里的超市里花 4 . 5

元给她买的。
记者在小萌的书包里还看到一

个空的指甲油瓶子。“是我一个星期
天的时候花 5 毛钱在我们村里的超
市里买的，刚买时是大红色的指甲
油。”小萌说，但是回家打开看后，发
现指甲油是干的，根本没法涂在指
甲上。“我又怕妈妈嫌我买这个，没
敢跟妈妈说，也没去超市里换。”她
说。

当记者问为什么还留着这个小
小的瓶子时，小萌说要装东西，但始
终不告诉记者这么小的瓶子要用来
装什么。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她才
告诉记者，是用来装“海边的沙子”。

“等今年放暑假的时候，妈妈说
带我和妹妹去日照看海，我要用它
装海边的沙子。”小萌认真地告诉记
者，“在家里看不到海，海边的沙子
和家里的沙子不一样，虽然以前也
去过海边，但是我没有留一些海边
的东西作纪念，这个暑假一定要留
一些东西回忆。”

本报记者 王裕奎

小瓶里藏心愿

农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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