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国内外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工
行周口分行高标定位，依托自身金融科
技优势，搭建数字化平台，以支持区域
发展为己任， 服务政府数字化发展，让
群众体会到金融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近年来， 工行周口分行加大推动
数字平台建设融入到政府信息化建

设，深入推进智慧政务场景生态合作，
主动对接财政、教培、三农、医保、社保

等领域的数字化服务升级需求， 加大
金融科技助力支持， 在政府信息化建
设和惠农惠民等项目中推动转型升级

和创新发展，工作卓有成效，得到当地
政府的高度认可。 今年，全省首批“兴
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投产以来，
工行周口分行作为试点单位，3 月份
率先挂牌，目前已在辖内投产运营 30
家， 实现惠民惠农金融服务向县域乡

村再延伸。在财政领域，依托工银 e政
务综合服务平台优势， 为财政预算单
位提供线上政务与金融服务融合办

理，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在社保
领域，精准施策，搭建工银 e 社保综合
服务平台，结合银行传统网点渠道，为
各级社保机构、 辖内群众提供社保费
收缴、社保卡补换、电子社保卡签发等
一站式服务，让群众就近办、少跑腿，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工行周口

分行将持续围绕金融科技平台， 加大
产品研发与创新， 快速提升金融服务
的体系化、生态化、智能化，发挥数字
化服务能力， 提高政务数字化和智能
化水平，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绿色
智能的金融服务。 ③12 （李玉 刘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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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下， 西华县艾岗乡祁庄
村困难群众祁华强的“小洋楼”格外引
人注目。 门楣上一副崭新的对联“新楼
全靠党支部 ，致富不忘报党恩”，仿佛
在诉说着他家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的故

事。
说起村党支部， 得从村党支部书

记祁文俊说起。 今年 62 岁的祁文俊是
个参加工作 30 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
2014 年， 祁文俊再次被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也是这年 4 月他罹患喉癌，在省
医院切除了声带，成了“无喉”人。 医生
告诉他，要想多活几天 ，就别累着 ，家
人们也强烈反对他继续工作。

“病情使文俊感到了压力，他知道
属于自己的工作时间不多了。 因为无
法说话，他就在纸上写道‘祁庄是贫困
村，村民还没有富裕起来。 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我决不能当逃兵’。 文俊说服
了家人，买来了‘电子喉’，对着镜子咿
咿呀呀练了一个月， 上班后也是连哇
啦带比划的。 ”包村干部李小林对此非
常了解。

10 多年前， 祁文俊让儿子在拉萨
买了一台挖掘机， 尝到挖掘机带来的
甜头。 他也因此看到了全村经济发展
的前景， 更想着把脱贫户扶上马再送
一程。

祁文俊多次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代

表会上宣传，而且见人就动员：开挖掘
机一年可挣十几万元， 买挖掘机一年
能挣二三十万元， 成立公司承包工程
利润更高。

在祁文俊的支持下 ， 村民祁红
伟 、祁恒乐 、白国乾 、白超等出去了 ，
脱贫群众王彦良 、白迎龙 、王彦奎等
人也出去了 。 几年来 ，全村外出开挖
掘机 、开出租车的村民 、脱贫群众有
350 多人。

学开挖掘机， 一年左右就能上车
操作。 买挖掘机可是需要不少钱，少则
30 多万元，多则 100 多万元，甚至 300
多万元。 买哪一种挖掘机，对村民来说
都不容易。

村里无论谁想购买挖掘机， 祁文
俊都号召村民和亲戚朋友一起大力支

持。 脱贫户需要小额贷款时，村里更是
大开绿灯，他还第一个带头担保。

如今， 该村村民先后购买各种型
号挖掘机 100 多台，成立 7 家挖掘机工
程公司，遍布湖州、嘉兴、德兴、海宁等
地，其中，10 多户脱贫户也购买了挖掘
机。

村民祁恒乐兄弟三人先后购买 10
台挖掘机， 固定资产已达 600 多万元，
他们还成立了挖掘机工程公司， 一年
轻松盈利 200 多万元；村民白超先后购
买 9 台挖掘机，今年 3 个月收入 300 多

万元； 村民白国乾兄弟三人开起了车
辆租赁公司……

“去年麦收时，祁书记冒雨来到我
家，问我家麦子咋收的？ 有没有困难？
一句话让我热泪盈眶。 他患有癌症，家
里种的也有麦子， 心里却一直挂念着
俺。 ”困难群众祁华强哽咽着说。

2018 年 3 月， 村民祁某某突患食
道癌，动手术花了 38 万余元。家里债台
高筑，祁某某放弃治疗回到家里，两个
儿子和儿媳得知消息后从外地返回 ，
一家人聚在一起泣不成声。

祁文俊了解情况后， 专门来到祁
某某家，一是帮助其办理低保，鼓励他
继续看病治疗。 二是为其儿子和儿媳
申请交通补贴， 支持他们及时外出务
工。

在儿子、儿媳的努力下，祁某某全
家每个月的收入没有低于过 4 万元 ，
很快还清了外债 。 他通过治疗 ，身体
基本恢复。 今年秋天，在儿子、儿媳的
支持下 ，他家的 “小洋楼 ”也拔地而

起。
几年前的祁庄村，村民记忆犹新：

主街“雨天一河水、晴天一坑泥” ，严重
影响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附近乡邻
走到这里只得绕行。 祁文俊通过跑项
目，把原来的“泥水路” 变成了如今的
沥青路。 他还带领党员干部清除大街
小巷的垃圾死角，栽上鲜花和绿化树，
该村也因此成为县、乡有名的“人居环
境标兵村”。

去年“7·20”特大洪灾后，祁文俊带
领村民改善全村的生产条件。 今年在
遇到严重干旱的情况下， 全村的 3500
亩小麦、1200 亩辣椒都获得了大丰收。
利用颍河水草丰富的优势， 祁文俊还
带头发展起肉牛养殖， 全村新建占地
30 多亩的养牛棚 5 个， 养殖肉牛 500
多头， 为 10 名闲散劳力提供了就业岗
位。

祁庄村最近更是 “双喜临门”，一
家羽毛球加工厂和一家卫生防护服生

产企业顺利入驻该村，现已开工生产，

并安排 56 名村民就业。
“虽然听不清文俊说的话，但是大

家能明白他的意思。 他心里装着村民，
大家都愿意听他的……” 祁庄村 70 多
岁的老党员祁新安提起祁文俊是一脸

的佩服。
在祁庄村， 开挖掘机是外出务工

的首选。 民以居为安，建设“小洋楼”又
是村民富裕后的第一选择。 近几年，在
祁庄村，幢幢样式别致的 “小洋楼 ”接
踵而起， 美丽蝶变的祁庄村成了村民
最幸福的家园。

如今，一条条纵横平坦的水泥路、
一幢幢漂亮精致的 “小洋楼 ”、一个个
致富奔小康的故事、 机声隆隆的扶贫
车间、扭动着欢快身影的文化广场，无
不昭示着祁庄村的巨大变化。

“我们这个 600 多户人家的村庄，
各式各样的‘小洋楼’有 400 多幢。开挖
掘机、买挖掘机和开出租车、买出租车
的 350 户村民家家都是‘小洋楼’。 ”村
民提起此事很是自豪。 ②7

“无喉书记”和他的“小洋楼”村
□记者 张猛 通讯员 苏韵棠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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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建造的小洋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