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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煜 罗俊）
7月15日下午，邵阳农信系统“最美奋斗
者”文化巡回宣讲活动第六站来到新宁农
商银行，该行宣讲员张飞翼用极具感染力
的故事讲述了银行改制以来取得的成就，
讴歌了农信人在奋斗中铿锵前行的历史。

2015年是新宁信用联社（新宁农商
银行前身）筹备改制的关键年。为了顺
利实现改制，该联社改革办的工作人员
一头埋进文件堆，熬出了黑眼圈，也

“熬”出了高质量、高标准的审批材料。
为了清除改制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将
不良贷款率从25.48%降至3%的监管要

求，联社100余名客户经理取消一切休
假，发扬“白+黑”“5+2”的精神，连续奋
斗在清收不良贷款一线，最终实现清收
不良贷款本息共计1.84亿元，创造全省
农商银行改革不良贷款现金清收之最。

发展至今，一代又一代农信人怀揣
着对农信事业的赤诚之爱，乘风破浪、
披荆斩棘，书写了许许多多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

在疫情防控期间，新宁农商银行办
公室主任陆丽娟为了筹措防疫物资，把
春节过成了“春忙”，不是忙着到处联系
防疫物资，就是奔走在为该行30个网点

配发物资的路上，成为了防疫路上的最
美“逆行者”；营业部员工彭博心系同事
健康，将自己家中的28个测温仪捐献出
来；综合柜员李旻璐专门负责帮县人民
医院的现金消毒，由于现金量大，长时间
的工作导致她的眼睛被紫外线灯灼伤，
双眼红肿，她却毫无怨言……这些故事
看似平凡普通，却让人肃然起敬，每一个
故事都是一部奋斗史。新宁农商银行将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号召全行员工继承
和弘扬“最美奋斗者”精神，全力以赴投
身到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乡村振兴战略
大局、实体金融服务需求中去。

邵阳农信系统“最美奋斗者”文化巡回宣讲系列报道之六

让奋斗成为最亮丽的农信底色

他现任邵阳市公路建养中心副主
任、高级经济师，以优秀传统文化提升
自身素养的同时，业余时间着力于楹
联、诗词、书法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收获了翰墨书香的春华秋实和人
们的注目点赞。他就是中国楹联学会
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邵阳市
诗词协会党支部书记、邵阳市楹联学
会副会长彭端祥，一位虚怀若谷、有着
邵阳人鲜明特色的文化公益志愿者。

●翰墨书香细耕作 春华秋

实气自华

彭端祥出生于隆回县农村，毕业
于湘潭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投身公
路事业后，他把诗联、书法艺术当作公
路人辛劳岁月的最好慰藉和心灵的加
油站、工作的减压阀，不断净化自己、
充实自己、升华自己。

“我没有艺术的天赋，也没有艺术
的家学，必须靠十倍百倍于人的努力
才有所得。”除了刻苦自学之外，彭端
祥虚心地向一切所能遇见的师友学
习。宝庆特有的文化资源给了他丰富
的滋养。从2007年师从范晓亮、刘如
意等书家起，他就一直不断地参加各
种书法培训班。诗联方面，以邹宗德、
张正清、刘宝田等人为师为友。

几年时间，彭端祥关于诗联等的读
书笔记有20多本。为便于学习，他又
从那些笔记本中抄出一个精华版。不
管出差距离远近、时间长短，他的公文
包里，总有一本书法、诗联书籍或诗联
抄本。2014年，获得湖南省公务员书法
大赛三等奖的作品，就是当年率队在各
县从事公路工程督查时夜晚创作的。
因常年繁重的工作任务，他总觉时间太
少，别人觉得痛苦的失眠，也当作了研
习书联的好时机，并因此撰联：“吟联每
喜难眠夜，习字常惊太少时”。

在修身养性之余，彭端祥以贯有
的钻研和热心，先后撰写了《对联，我
的生命之盐》《腹有对联气自华》《爱联
说》等一系列楹联方面的文章，助推这
一民间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当
代传承和弘扬。

厚积薄发，彭端祥的楹联作品
2013 年 11 月入选第二届中国百诗百
联大赛，获中国联界年度成果征评

《2013对联中国》佳作奖，获中国楹联
学会“孟繁锦奖”联墨大赛二等奖。其
楹联研究论文《“湖湘楹联七子”流派
浅识》被中国楹联学会重点推介，《发
展楹联文化，弘扬邵阳精神》获邵阳市
社科论文一等奖。

●文化公益推波澜 春风

化雨行更远

“文化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
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
别人着想的善良。”彭端祥深知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对人、对单位、
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并在本职工作中
将其作为公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积极开展春风化雨的实践。

长期奋斗在党务、办公室、信访、
人事、纪检等工作岗位的彭端祥一直
坚信并宣传，传统文化滋养人、提升

人、充实人、快乐人、团结人，公路行
业特别需要。2004年起，他开始自费
为一些有基础和兴趣的同事购买楹
联和书法学习资料，2007年主导组建
了公路楹联、书法等4 个兴趣学习小
组，2013年牵头成立了邵阳市公路诗
联书法学会。为方便大家学习楹联
知识，除了开展楹联知识讲座外，他
还编写了《楹联知识简明读本》，创办
了公路诗联书法学会《联花墨韵》会
刊，并不断在系统内举办培训班、比
赛、笔会和展览。功夫不负有心人，
邵阳公路部门的楹联作品不断在国、
省、市楹联活动中入选获奖，书法作
品不断在省书协、省总工会、省交通
厅、省财政厅、省公路局等省、市活动
中入展获奖。当年第一批兴趣小组
的骨干会员，有十多人被各级组织提
拔、重用或者选调，并成为新岗位的
行家里手。

彭端祥还积极参与社会上的文化
公益活动，至今已参与组织了11年免
费送春联活动，多次参与送艺术下基
层活动，并先后在“邵阳市首届奇石·
盆景·书法联展”、邵阳市委党校干部
培训班、邵阳市楹联学会创作骨干培
训班举行《江山需要文人捧，翰墨也要
联花璨》《书联合壁，联墨同馨》《学点

联墨，滋养人生》等楹联知识讲座。
传承发展邵阳传统文化，市楹联、

诗词、书法等协会组织功不可没。彭端
祥在多家协会组织任职，不遗余力地发
光发热，服务和助推活动的开展、会员
的成长，并向外界推介邵阳的诗联书法
文化。2014年，中国楹联学会在山西举
行第六届中国楹联论坛，彭端祥以论文

《联花七朵，香溢三湘——“湖湘楹联七
子”流派浅识》，将“湖湘楹联七子”推向
全国，得到了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
2016年，中国楹联学会会刊专门拿出7
个页面全文推介了这篇论文。彭端祥
也因此被中国楹联学会吸收为楹联文
化研究员，湖南省楹联协会授予他“楹
联文化传承人”称号。

如今，彭端祥活跃在我市公益文
化阵地，从各类助学、抗洪救灾、扶贫
等书画义捐拍卖，到有关节庆书画展
赛、文化讲座，从送诗联书法进社区、
进扶贫村，到宣传我市旅游景点、支持
抗疫撰写诗联、书法等公益活动，经常
有他“只问耕耘，不图名利”地付出。
我市诸多艺术才俊的发展征途中，都
有他“逢人说项”的推介、发展平台的
助力。“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内涵和
坚毅、热忱的宝古佬精神，让他和他的
作品一样，风景独具。

热心文化公益 乐见春华秋实
——记我市诗联、书法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者彭端祥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谢晶晶） 7月20日，在
宝庆东路兴隆市场监管所拿到
新版营业执照后，经营户徐善良
高兴地说：“二维码一扫，就能在
权威网站查到相关信息，这下再
也不用担心别人质疑我是无证
经营了！”

徐善良在汽制农贸市场经营
着一家粮油副食品商店。该市场
内有约40户经营户，营业执照基
本都是旧版的，执照上的二维码
已经失效，消费者在扫描时，会显

示“网站不存在”，常引来“无证经
营”的质疑。

得知该情况后，双清区市场
监管局立即组织兴隆市场监管所
所有干部，在一天内为经营户分
批更换了新版营业执照。

经营户杨爱华告诉记者，她
在汽制农贸市场卖菜 20 年了，
感觉现在政府职能部门管理越
来越规范、服务越来越周到。

“这次填表后不到 10 分钟，市场
监 管 所 就 帮 我 把 新 版 执 照 办
好，效率真高！”

速办新执照 服务效率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7月17日，新
邵县陈家坊镇尧虞塘村移民搬
迁 村 民 李 大 姐 高 兴 地 告 诉 记
者：“我掌握了做包子馒头的手
艺，现在每天都在家里反复练
习，让亲朋好友来试吃，等达到
一定水平，我就可以从事这方
面的工作了。”

上月，李大姐参加了由新邵
县移民局、人社局在尧虞塘村组
织开展的中式面点师转移就业技
能培训。她在家门口跟着培训老
师学习包点制作手艺，不仅掌握
了一技之长，还获得了推荐就业
的机会。

新邵县地处湘中腹地，现有
移民村 348 个，辖村民小组 2334
个，大中型水库移民50024人，建

档立卡贫困移民 7331 人。近年
来，该县移民局切实按照“生产改
善、产业发展、基础完善、社会和
谐、服务到位”的工作思路，在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移民特色产业
的同时，积极开展移民培训工作，
全面提升移民的综合素质，有力地
促进了全县移民增产增收，为移民
走上致富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来，新邵县移民局先后
开展中式面点师、育婴员、新型职
业农民等培训班共 4 期，培训移
民群众300余人，其中有4人参加
了省级培训班。参加培训的移民
中，5人获推荐就业，部分移民在
种养业、农业经营等方面小有成
就，有的甚至成为了种养合作社
负责人、家庭农场业主和农村创
业致富带头人。

技 能 培 训 惠 泽 移 民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冯世民 杨彬）“前段
时间，订单增加、资金吃紧，有点
心慌，好在城步农商银行及时为
我们发放贷款。有了他们的帮
助，我们干劲更足。”7月21日，城
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八角社区泽
林鞋业公司负责人胡佐坤感激地
说道。

疫情发生以来，制鞋行业面
临寒冬，该公司推行“今日下单、
次日送达”的网络经营模式，拓宽
销路，既方便了客户，还带来了大
量订单。然而，这种模式也给公
司的库存带来了压力，产生了资
金周转难题。城步农商银行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向企业伸出援手，
瞄准企业“痛点”，向企业提供金
融“扶贫贷”，且只用了 3 个工作
日，就办理好相关审批手续，向公
司发放了专项扶贫贷款，保障了
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为企业发
展注入了金融动能。

今年来，为确保资金精准
“滴灌”，该行做实做细金融保障
工作，开启应急授信模式，量身
定制信贷产品，建立快速投放机

制，搭建与企业的沟通桥梁，为
优质实体产业提供金融支持，扶
持创业型小微企业发展。该行
出台金融工作目标管理考核暂
行办法和奖励办法，协调解决金
融机构与实体经济在合作中的
困难和问题。针对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创新创业、复工复产等
各项工作，该行了解实体企业发
展融资需求后，优化信贷投向，
支持涉及相关领域的小微企业
融资，全力实施以降息惠农为主
要内容的“暖春行动”，及时为县
内涉农实体经济修复资金链“断
点”，真正实现服务“三农”、支小
支微的目标。

同时，该行还不断加强诚信
社会建设，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协
同机制，建立和完善守信联合激
励、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营造“守
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浓厚氛围。
目前，该行通过搭建金融服务桥
梁，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已累
计发放低息贷款8100余万元，惠
及12家涉农小微企业和40名个
体户，打通金融“活水”流向实体
经济的“梗阻”。

“滴灌”实体经济 “贷”来发展动力

7月16日，大祥区雨溪街道小田村柑橘基地，农户对柑橘树
进行整枝修剪。这片占地300多亩的柑橘基地是邵阳农商银行
今年打造的产业帮扶基地。该行将通过“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带动周边农户实现就业、入股分红，帮助农户增收。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摄

要闻

▲彭端祥的抗疫主题书法作品。

▲彭端祥在新邵县坪上镇小河村参加文化扶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