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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已经来到
邯郸银行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我
接触最多的就是柜员和大堂经理的
工作，这岗位看似平凡，却是与客户
接触最多的岗位，一言一行都代表着
银行的服务水平。服务体现着银行
的软实力与竞争力，身为工作在一线
的银行员工，该如何提高自身的服务
水平呢？

首先，要熟练掌握业务知识与
流程，提高服务的专业性、准确性。
刚来银行时，由于业务不够熟练，在
面对客户的提问时，我未能及时准

确地告知客户，在寻求了老员工的
帮助后，才帮助客户解决了问题，这
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意识到提高
自身业务水平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我加强对各项业务的学习，以减少
工作中的失误，增强客户的满意
度。我们的专业与娴熟，不仅能够
高效率地为客户办理业务、解决难
题，还能反映我们员工队伍的整体
素质，更能让客户感受到邯郸银行
是可信赖的金融机构。

其次，要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
度，守住行业红线和底线，做纯洁银

行人。银行柜员直接与钱打交道，我
们不但能够接触到实实在在的人民
币，还接触客户的各项数字资产。这
就要求我们对待银行工作必须要有
敬畏之心，把各项规章制度牢记于
心，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不碰“高压
线”。

最后，提升服务要做到以客户
为中心，让他们感受到亲人般的关
怀。在客户把他们的需要告诉我们
时，应该尽我们所能去满足他们的
需要；当客户把他们的难处告诉我
们时，要怀着最大的耐心倾听、帮助

他们。每一句关怀、每一句问候，都
能拉近我们与客户的距离，提升客
户的满意度。想客户之所想、急客
户之所急，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的
信任关系。

作为邯郸银行的一名员工，我们
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专
业知识与业务技能，用自己饱满的热
情、真诚的服务，对待每一位客户，用
我们的卓越服务，擦亮邯银的卓越品
牌。

（作者单位：邯郸银行保定分行
营业部）

用心付出 真诚服务
邢凯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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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勋书 陶 镛书

我乘坐的Z90次列车徐徐离开邯
郸站，我仍在为此次邯郸之行感慨不
已、思绪万千，千年赵都、百年红城、十
年邯银在我脑海中以柔美与刚烈的情
景交替出现，幻化出一幅绝美图案。

我了解邯郸始于小学的一篇课文
——邯郸学步。我与邯郸结缘，还要
从与邯郸银行董事长相识开始。在京
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俩互加了微信。
我从银行退休后，被聘到黑龙江财经
学院金融学院任专业课教师。几天
前，学院确定了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
内容——“探寻央行源头之旅”。冀南
银行是央行的源头之一，于是去邯郸
的想法涌上心头。

我深知年末岁尾是银行最繁忙的时
刻，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通过微信给
董事长发去了拟带10名大学生到邯郸市
开展红色金融社会实践活动和到邯郸银
行参观学习的消息。没想到他秒回：“热
烈欢迎。”感谢遇见，成全此行。

我们一行于2023年12月24日上
午到达邯郸，稍作休息后，就到位于邯
郸银行总部邯银大厦的冀南银行纪念
馆参观学习。随着讲解员的讲述，我
们了解到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
主要源流，1939年10月成立，发行了
冀钞。战士们一手持账，一手拿枪，白
天打仗，夜间行军，跟随部队与日军周
旋。账款平常都由马驮，敌情紧张时
则随身挎着背着，因此冀南银行被称
为“马背银行”“挎包银行”。在九年时
间里，灵活运用货币与敌人进行了艰
难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为夺取全国
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讲解到冀南银行行歌时，我们
与讲解员一起满怀激情地高唱起来。
它犹如亘古不息的涛声，超越地域、超
越时代，不绝地回响着。一曲红歌就
是一段鲜活的历史，跨越历史的沟壑，
唤醒我们心底深处的红色金融记忆，
战争年代它鼓舞人们斗志，和平年代
它引人奋发向上。

在冀南银行纪念馆前，我代表团
队向邯郸银行赠送了“讲冀南银行故
事，传红色金融基因”的牌匾。

邯郸银行以客户为中心，创建快
乐银行、夜间银行等业务发展长效机
制，践行客户无过错、服务无止境的理
念。从冀南银行纪念馆出来，我们走
进邯银大厦南院的团结园。团结园为
纪念邯郸银行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而命名，种植了56种植
物，树丛中的小亭被命名为“进步
亭”。我们走在园中铺满鹅卵石的小
道上，领略邯郸银行企业文化的风采。

在邯银大厦中楼一层南厅，我们
见到了“赵币铜雕”，其造型为一枚甘
丹布币倒置于邯郸银行行徽上，银行
的同志为我们详细讲解了铜雕的寓意

和邯郸银行行徽释义。“赵币铜

雕”底座内侧镌刻着《赵币铜雕铭文》：
“古城邯郸，赵国都邑。甘丹大布，时
为赵币。今之央行，叚作徽志。邯郸
银行，启今承昔。穾厦既成，铜雕爰
立。名曰赵币，音谐照壁。中谕钱到，
西意胜利。邯银华诞，吉物吉日。”它
体现了企业文化思想的贯通力，唤醒
了人们的共鸣，广阔的视野流露出赵
都古韵，增添了金融的力量。

其间我们与邯郸银行的有关同志
进行了座谈交流，了解了邯郸银行发
展情况和2023年取得的新成绩。在
互动时我说，此次邯郸银行对我们的
帮助，让我非常感动，体现了邯郸银行
弘扬红色金融文化、关爱大学生成长
的社会责任担当，将对大学生树立优
秀思想品质，起到深远的影响。

随后，银行的同志通过演示PPT
的方式，给同学们讲解了冀南银行的
故事。金融学院2022级金融学4班付
佳同学表示：通过聆听冀南银行的红
色金融故事，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那
个时代的背景和历史，从而增强爱国
情怀、培养金融意识、创新精神、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金融学院
2021级金融学6班张家蕊表示：作为
当代大学生，通过实地参观和学习，深
入了解到了中国红色金融的发展历
程，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以便更
好地服务于未来的学习和工作。

24日下午，我们拜谒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在冀南银行行长墓前，讲解员
为我们讲述了高捷成烈士奋战的一
生。在烈士陵园纪念碑下，金融学院
2021级金融学6班王晓萱致《高捷成
八十年祭》：“丰碑永恒，英烈永生。高
捷成烈士牺牲距今已八十年，他的红
色家书和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激励着
我们。我们要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精
神洗礼，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我们分别在左权、高捷成、
赖勤的墓前献上花篮。之后，在红色
文化教育传播中心，观看了晋冀鲁豫
烈士陵园纪事之一《无上光荣》纪录
片。邯郸是一座用热血和奉献谱写壮
丽史诗的城市，是一座用忠诚和信仰
铸就辉煌历程的城市。

随后我们来到了邯郸市邯山区陵
园路43号，这里是冀南银行1946年3
月由武安县迁至邯郸市的旧址。我们
在此打开“探寻央行源头之旅”条幅合
影留念。

邯郸是具有三千多年历史文化底
蕴的古城，有成语之都的美誉，我们来
到邯郸学步桥，体会古城底蕴。晚间
我们参观了邯郸银行的夜间银行，观
看了古城夜景。

这次社会实践我被感动包裹着，
我将把邯郸之行的丝丝缕缕珍藏在记
忆中。

（作者为黑龙江财经学院教授）

赵 都感怀
李良增

龙 年 新 春 联

龙年春节将至，邯郸银行一年一
度的“春联送万家”活动于日前全面展
开，广大客户在邯郸银行任一网点均
可获赠精美的新春联和福字。邯郸银
行龙年新春联和福字均为名家手书，
本刊予以选登，敬请欣赏。

金 良书
漫天飞雪落大地，难阻客户来行意。
班前扫除清雪迹，不惧冰寒齐出力。
大堂迎客带笑意，快乐银行高效率。
服务宣言记在心，客户满意是目的。

（作者单位：邯郸银行晋州支行）

扫雪迎宾
张 蕾

雪花，洁白的雪花，
漫天飞舞飘飘洒洒。
扑向大地挂满枝杈，
看那千树万树开梨花！

雪花，洁白的雪花，
一片冰心洁白无瑕。
净化大地庄严出发，
静待寒梅绽放开枝丫！

雪花，洁白的雪花，
自由自在飞舞飘洒。
我张开臂膀啊迎接，

你千里万里回家回家！

雪花，洁白的雪花，
静隘世界纯洁无华。

覆盖大地温暖着他，
悄悄融化等待春之芽！

雪花，洁白的雪花，
美丽身躯创造童话。
我愿与你一起携手，
迎接那春天啊美如画！

雪花，洁白的雪花
赵颜真

花开富贵(国画) 张海燕

（作者为邯郸银行客户）

（作者为保定天威路支行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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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之都，但
大家不太熟悉的是，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邯郸曾两
次成为区域金融中心，为今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历史营养，增强了文化自信。

一、邯郸是战国时期的北方区域金融中心
邯郸兴起于殷商后期，战国时期是赵国国都，城市繁

华，冶铜业发达，从出土的青铜器看，当时的邯郸人已掌
握错金、鎏金和镶嵌等技术，成品曾于其他诸侯国出土。
特别是赵国的铜镜，铸造精良，精美绝伦。邯郸为当时的
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作为国都，邯郸拥有铸币权，设有央行性质的铸币机
构，大量发行“甘丹币”通行各地，现甘丹币在各诸侯国均
有出土，邯郸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国时期北方区域金融中
心。今天，赵都时期在邯郸铸行的甘丹布币、刀币是收藏
界的珍品。

二、邯郸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区域金
融中心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邯郸作为一二九师司
令部驻地、晋冀鲁豫边区首府，设有冀南银行。冀南银行
是共产党领导的唯一的红色金融集团，是中国人民银行
的主要源流。冀南银行通过兼并、新建，建成了包括“5行
1号”的红色金融集团，使邯郸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北
方区域金融中心。

（一）冀南银行通过集团化发展，使邯郸成为在东西
南北4个方向辐射整个北方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冀南
银行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史上的特例，其主要历
史沿革、发展脉络是：

1.冀南银行成立。冀南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领导、八路军总后勤部指导、一二九师后勤部直接建
立的红色银行。1939年10月15日在山西黎城县小寨村

和河北南宫县后索泸村同时开业，在其9年历史中有
6年多的时间总行设在邯郸境内。

2.向西兼并上党银号。1939 年 10 月冀南银行成立
后，薄一波领导的红色金融机构——上党银号随即并入
冀南银行，上党银行1元折冀南币0.7元。

3.向东兼并鲁西银行。1945年11月10日中共晋冀鲁
豫中央局在峰峰召开高干会议，决定鲁西银行并入冀南
银行，冀南银行的经营范围扩展到2800万人口的整个晋
冀鲁豫边区。

4.在邯郸控股创办瑞华银行。1946年6月11日冀南

银行在邯郸市控股开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家红色
股份制银行——瑞华银行。冀南银行控股76.7%，由冀南
银行行长胡景沄兼任董事长。瑞华银行在南宫、长治、邢
台、晋城、临清、菏泽、济宁等7市设有分行，进一步确立、
巩固了邯郸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

图为1946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的瑞华银行开业
的新闻报道。

5.向南主导筹建中州农民银行。1947年6月末冀南
银行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8年8月23日由冀南银行
主导筹建的中州农民银行在豫西宣告成立。冀南银行原
副行长陈希愈任总经理，最初钞票由冀南银行印制，主要
管理机制、业务人员、印钞设备、制度均源于冀南银行；

“依托冀钞、发行本币”是中州农民银行币发行毫不回避
的首要原则——中州农民银行是从冀南银行直接“脱壳”
出来的一家红色银行。

6.向北主导筹建华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1948 年
3 月 9 日，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致电中央：“关于华北金
融贸易问题，拟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
成立华北银行。”1948 年4月，冀南银行总行由邯郸迁往
石家庄，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署办公，10 元晋察冀边区
银行钞只折 1 元冀南银行钞。1948 年 10 月 1 日与晋察
冀边区银行正式合并成立“华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
行币停止发行、流通，继续沿用冀南银行币作为华北银
行的本位币，流通于整个华北地区。两行合并后的华
北银行，仍然沿用原来一家银行的货币，这既是世界货
币银行史上的一大奇观，也足以表明冀南银行的地位
和实力。

1948 年 12 月 1 日，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华北银
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由
于冀南银行管理规范、币值坚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
行80%的制度源自冀南银行。

图为华北银行在1948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
发行冀南银行钞票的通告。

（二）冀南银行主导“五行通汇”，推进本币区域化流
通。1940年冀南银行开始经营汇兑业务，1941年倡导并
主导实现了与友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银行、北海银行、
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五行通汇”，旨在打
通各根据地的资金汇兑和物资交流。由于冀南银行地
理位置居中，业务规模最大，实际上承担了五行通汇中
主要清算银行的职能，有效推进了冀南币在华北各根据
地的区域化流通，进一步确立了邯郸作区域金融中心的
历史地位。

邯郸作为历史上的区域金融中心，既充分展示了邯
郸的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也为奋力开创邯郸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崭新局面增强了信心，增添了动力。

图为战国时期赵都邯郸发行的“甘丹”布币、刀币。

邯 郸 ：历 史 上 两 次 成 为 区 域 金 融 中 心
郑 志 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