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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俊毅 李 冰

春节期间，银行畅通线上、线下渠道，全
力满足公众金融需求。《证券日报》记者在全
国多地走访发现，各地银行提前对网点营业
时间进行了统筹安排，采用部分主要网点
不休假、员工轮休等方式，满足客户金融需
求。同时，通过7×24小时不间断服务提供
线上咨询，确保节假日期间客户能一如既
往地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暖心的金融
服务。

确保线下服务“在线”

大年初三，记者在某银行网点看到，客
户陆续前来办理存款转账、取现金、打印流
水、积分兑换等业务，网点业务繁忙。大堂
经理热情询问客户需求，根据不同需求为
客户取号，安排其到柜台或通过智能设备
办理业务。多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表示，

“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数量仍能达到平日

的一半左右。”
据了解，为保证线下服务“在线”，春节

期间部分银行采用网点交错开业制度，就
近网点轮流营业，保证服务半径内合理数
量的网点开门营业。“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重点采取六大措施来满足客
户各方面金融需求，确保春节金融服务不
打烊。”某国有大行网点人员对记者说。

取现金、包红包既是传统习俗，也是很
多老百姓过年的乐事之一。记者在银行网
点随机采访了正在办理取现业务的王女
士，“我今天是来取点现金给孩子们发压岁
钱用，顺便领取一份银行客户经理赠送的
新春礼品，沾沾节日喜气。”

另一边，现场办理业务的闫女士告诉
记者：“女儿、孙女回来收了不少压岁钱，由
于金额较大让我帮她存上，再从线上转给
她，这样比较方便。”

春节期间，银行为了满足客户对于新
钞的需求，往往都会提前准备好各种面额
的钞票。某银行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各支行提前调款，准备好新钞以满足客
户需求。”

与此同时，不少银行都推出了节日活
动。比如，某国有行网点推出“送福利”系
列活动，为客户提供涵盖美食、购物、出游、
宅家生活等各方面的消费优惠活动，助力
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某城商行网点
在大厅设置了春节抽奖和礼品赠送专区，
回馈新老客户。某股份行网点还通过邀请
当地书法家到网点为客户写福字、送春联、
抽新春祝福红包等形式，与广大客户一同
感受浓浓的年味儿。

多举措满足客户需求

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银行网点都设
置了老年人服务专区，全力保障老年人的
业务办理需求，缩短老年客户业务办理时
间。部分银行还主动派员工为老年人提供
上门服务，帮助老年客户跨越“数字鸿
沟”。此外，多地银行充分利用线下网点与

线上渠道，开展多形式的防范金融诈骗宣
传活动，引导用户在节日期间提高风险防
范意识。

记者还观察到，目前银行网点的数智
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不少银行网点的智
能柜台已经能够实现大部分业务的自助办
理，很大程度上缩短了业务办理时间，提高
了服务效率。春节期间，众多银行均通过
手机银行等渠道提供7×24小时不间断的智
能线上金融服务，满足客户节日期间转账、
汇款、缴费、支付等金融服务需求。

此外，多家银行还通过对接不同的消
费场景来开展信用卡福利推广活动。比
如，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App推出多款
新春特色金融及生活产品，为消费者带来
实惠，为商户增添活力；浦发银行信用卡在
春节期间围绕出行、购物、旅游等方面，推
出“66生活”跨年大促福利。

在业内人士看来，银行机构大力推广特
色活动是促进消费回暖的有效手段。中国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对《证券日报》

记 者 表
示，“接下来，商
业银行可从供给端和需求端
同时发力，助推消费回暖。从供
给端看，银行应主动对接商业企
业、新型消费行业，满足商贸、零
售、住宿、餐饮、旅游、文娱等服
务行业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面向需求端，银行应积极支
持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丰
富零售产品体系，并加大与
互联网平台合作，为消费者
提供覆盖多场景的消费优
惠活动。”

春节期间银行线下服务不打烊
“现金压岁钱”“老年专区”是亮点

本报记者 肖 伟

人勤春来早。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多
方走访了解到，春节期间，工程机械行业工作
人员坚守岗位，为2023年经营打开新局面。

1月27日是正月初六，三一集团各个
产业园鞭炮齐鸣、彩旗飘扬，大批崭新的
工程机械浩浩荡荡开往全国各地，投入祖
国大好河山的建设之中。记者在现场了
解到，早上8时18分，总价值超1亿元的首
批66台三一泵车结队发车，奔赴各地。三
一集团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除上述产
品外，邵阳产业园有188台搅拌车发货，三
一海工有2台远控重箱轨道吊发货。为赶
工交付产品，工人们喊出‘开年就是决战，
起步就要冲刺’的劳动口号，顺利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

山河智能也
提前进入生
产 状 态 。

1月25日（正月初四），山河智能旗下的山河
工业城内，焊花四溅、铁锤叮当，现场一片火
热。山河智能矿山装备事业部、基础装备事
业部、长沙威沃智慧下料中心、特装公司已
有不少工人提前到岗赶订单。山河智能董
秘王剑向记者介绍，“到正月初五，已经有超
过5000人次到岗打卡上班。许多员工主动
要求留下来加班生产，把业绩进度追上来。
今年春节后，我们将有多批产品乘中欧班列
交付，目前已经临近交付窗口期。”

徐工集团、柳工集团等一批工程机
械企业也在新春期间加班加点，并计划
在近期组织密集发货，全力冲刺兔年
新春“开门红”。

对此，首创证券首席分
析师曲小溪表示，随
着 地 产“ 三 支
箭 ”政 策 相
继 落 地 ，
行 业 融

资环境改善，房地产有望迎来复苏，带动工
程机械需求增长。基建仍将是稳增长重要
抓手，后续基建重大项目陆续落地，也有利
于促进工程机
械需求。

工程机械行业赶工忙 上市公司冲刺兔年“开门红”

本报记者 谢若琳

抵达大连市后，沿着黄海海岸线一路
向北，180公里外就是庄河市。在这个总
人口 80.7万人的县级市，渔业是人们谋生
的主要途径。

春节期间，《证券日报》记者走访庄河
市海参养殖场，见证新时代立足本地特色
发展乡村产业的硕果。

海参养殖带动渔民致富

“注意水位和盐度，不要冻到海参。”
大年初一一早，大连海赢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董国庆就与海参养殖场的留值
人员联系，询问海参养殖场当日情况。次
日下午，记者与他一起驱车前往海参养殖
场，零下 15度的天气，海面上结了一层厚
厚的冰。

董国庆于2010年进入海参行业，承包
了 500亩海参养殖场，并搭建了一个海参
育苗车间。

“春节是海参的销售旺季，通常养殖
户在前一年秋天就将海参出售给加工厂，
深入加工后，赶在春节前进行分销。之所
以在秋季销售，是因为温度低于5度，海参
就会冬眠。现在冰下的海参已经进入冬
眠期。”董国庆告诉记者，目前，海参养殖
场投放的主要是“俄罗斯红参”，该品种属
于六排刺海参，成长周期长、个体大、肉肥
厚、营养价值很高。

记者注意到，海参苗体型非常小，甚
至不及小拇指的指甲大。董国庆介绍，
500克海参苗就能孵化出上万只海参，它
们在育苗车间里渐渐长大，达到一定标准
后，便会投放到海参养殖场中继续生长，
辽参的培育周期漫长，通常需要在自然海
域生长1年至3年，个体达到200克左右时
就能进行回捕，经过简单加工即可进入市
场销售环节。

董国庆表示，通常 100亩海参养殖场
的年收入在50万元-60万元，但受到雨水、
高温等天气影响，每年的收入波动较大，
综合来看年收入能达到百万元以上。

海参养殖有效带动了沿海地区乡村
振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贝类产业经济岗
位科学家刘子飞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一是海参的产业链条长，种苗、养殖、
加工、检测、流通、餐饮等产业体系完备；
二是海参养殖多为规模化养殖主体，养
殖场/企业+渔民的模式较广泛，联农带
农利益机制较好；三是海参产业总体上
仍属于劳动密集型，创造就业岗位和吸

纳劳动力多；四是近年来通过海参与其
他水产品混养、“南北接力”模式的创新，
海参的养殖周期大幅缩小，效率及富民
增收效益提升。

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2022 年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振兴责任制
实施办法》，提出“立足本地区农业农村
优势特色资源规划发展乡村产业，拓展
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打造
农业全产业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山东省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刺参产业
技术体系团队产业经济岗位专家孙吉亭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过去海参产业主要
分布在北方沿海地区，“北参南养”创新模
式的成功开发，使得全国海参养殖规模大
幅扩张，形成了符合当地资源优势的南北
海参两大优势产业和相对稳定的产业模
式布局，成为各海参主产区乡村振兴的支
柱产业。

庄河市地处辽宁省南端、黄海北岸，
正是基于当地优势特色资源，周边县村
的人们世世代代“靠海吃海”。如今则依
托于海产品养殖，拓展多元化产业链发
展。根据《2022 中国渔业年鉴》统计，
2021年全国海参总产量 22.27万吨，同比
增13.3%，其中辽宁产量7.36万吨，同比增
长34.48%。

“海参产业前景非常广阔。”刘子飞表
示，“一是海参为海八珍之首，营养丰富、
价值高，能够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二
是海参养殖的技术成熟，推动形成了海水
养殖的第五次浪潮；三是我国海参养殖的
区域较广，创新养殖模式、拓展新空间的
潜力比较大。”

《2022中国渔业年鉴》显示，海参销售
渠道以餐饮业和百姓消费为主，其中餐饮
业占 50%，百姓消费和礼品市场占 50%。
按照每吨海参13万元计算，海参第一产业
产值已达到 289.5亿元。按照餐饮业增值
5倍，消费市场增值 3倍，平均增值 4倍测
算，第二产业产值 50亿元，第三产业产值
868.5亿元，海参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1208亿元。

孙吉亭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海参
消费区域由北方沿海地区向南方沿海地
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延伸，消费群体由
高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扩张，消费年
龄层趋向年轻化，消费空间拓展潜力巨
大，市场前景广阔。

辽宁渔民致富经：
让小海参长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 王丽新 见习记者 陈 潇

自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
知，决定设立国家级新区河北雄安新区以
来，雄安新区的居民生活、城市风貌发生
崭新变化，规划蓝图正一步一步成为现
实。春节期间，《证券日报》记者前往雄
安实地探访。

从北京西站乘坐高铁，仅需50多分钟
就可以到达雄安。走出造型充满科技感、
未来感的雄安高铁站，接送乘客的出租车
络绎不绝。一位司机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高铁开通后，他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几
乎每个周末都会回家。“高铁的班次很多，
一天有十多趟，回家越来越方便。”

雄安新区主要由雄县、容城县、安新
县三县组成，雄安站位于雄县。有当地居
民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目前位于容城县
的容东片区开发进展较快，许多当地居民
在这一两年里已经陆陆续续回迁至新家，
年前还有一家五星级酒店竣工。总体而
言，整个新区建设速度非常快。

记者跟随其前往容城县容东片区，这
里也是雄安新区开发建设的先行区。随
着目的地接近，大片崭新的居民小区映入
眼帘，城市现代化风貌显现。据了解，雄
安新区首个集中建成区——容东片区已
入住4万余人，1000多栋建筑全部交工后
可容纳17万人。

再往西走是雄安市民服务中心，也是
2018年建成并逐步完善的“雄安基建第一
标”，这里初看像一个公园，其实是承担雄
安新区规划展示、政务服务、会议举办、企
业办公等多项功能的装配式建筑。

从地图上看，已有多家金融机构、银
行、电信运营商以及互联网巨头入驻，此
外，还有部分上市公司设立了办公区
域。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中国电建在容
东片区已建成标志性办公大楼，雄安·电
建智汇城项目也在稳步推进。此外，中
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央企正在
紧锣密鼓筹建总部，2023年部分大楼有
望竣工。

在雄安的城市建设及居民生活中，也

随处可见上市公司的身影。比如，居民出
行可以选择东风汽车提供的无人驾驶公
交车，它们已纳入雄安新区的公交线路之
中。在雄安市民中心，许多路边座椅带
有“国家电投”标识，其均具备太阳能充
电功能。不仅如此，在部分街道，还能看
到净水类上市公司安吉尔打造的直饮水
机器，里面的纯净水均可直接饮用。

一位容东片区回迁居民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自己回迁后的房屋为精装
修，在进行软装后，基本可以拎包入住。
卫浴等设备主要来自上市公司惠达卫浴，
燃气设备来自于上市公司日出东方旗下
的帅康电器，照明设备则来自于港交所上
市公司雷士国际旗下的雷士电工。

此外，记者通过招聘网站发现，特变
电工、大亚圣象、威派格等多家公司正在
招聘大客户经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
与到雄安新区建设当中。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经
过5年多的发展，雄安“未来之城”的画卷
已徐徐铺展，雄安的未来值得期待。

雄安新区展新貌 哪些上市公司在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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