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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决战脱贫攻坚——网络名人看重庆”参加人员在中信集团援建的养老互助中心合影

尽锐出战尽锐出战———重庆金融在行动—重庆金融在行动
人行重庆营管部人行重庆营管部 市扶贫办市扶贫办 重庆日报重庆日报 主办主办

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

自2015年定点帮扶黔江以

来，中信集团坚持“三聚三帮”，

坚决助力黔江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为中信集团重要子公司

之一，中信银行高度重视脱贫攻

坚工作，坚决落实中央和集团关

于扶贫工作的战略部署，充分发

挥集团“金融+实业”的大协同优

势，打造“百千万”精准扶贫工程

品牌，创建“党建+扶贫”的扶贫

新模式。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利

用集团和总行政策资源，通过

“融资+融智”加强综合金融服

务，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心共力，

为黔江区达成“脱贫摘帽奔小

康、为民服务解难题”目标做出

积极贡献。

截至目前，中信银行累计在

全国对口帮扶贫困村124 个，捐

赠扶贫资金超过1.3 亿元，派驻

驻村扶贫干部91 名。

坚持“三聚三帮”
发挥大协同优势

一是聚“面”帮难，全方位助推黔
江经济高质量发展。黔江区是武陵山
区6个中心城市之一，集革命老区、少
数民族集聚区、边远山区、国家级扶贫
开发重点区于一体。新一轮脱贫攻坚
战打响后，按照国家现行贫困标准，黔
江2014年底共有贫困村65个，贫困
人口11430户40641人，贫困面达到
29.8%，贫困发生率为13%，脱贫攻坚
任务艰巨。

作为定点帮扶对象，中信集团积
极发挥“金融+实业”的大协同优势，
通过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扶
贫产业发展，助力国企转型混改上市、
加强党建、创新扶贫模式、人才培养等
方面，与黔江区政府形成长期可持续
的沟通交流机制，打造了央企与地方
合作脱贫攻坚样本。例如，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在黔江区累计投放信贷资金
25.4亿元人民币，积极协同中信信托
投放9亿元人民币支持黔江区建设完
善扶贫旅游基础设施；中信集团党费
捐建13家基层党员活动场地，扶持建
立24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全面解决
了全区集体经济空壳村的问题。中信
银行、中信信托、中信建投无偿捐赠
175万元支持黔江区残疾人事业和农
村互助养老及贫困儿童就学保障等事
业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

此外，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派出干
部协管黔江区金融工作，与当地相关
部门共同探索精准扶贫“五分工作
法”，通过“目标任务分级核定、政策业
务分层夯实、贷款品种分类到户、贷款
风险分别承担、督查考核分线斗硬”，
用活金融资源，增强创收能力。“五分
工作法”作为扶贫经验被国务院扶贫
办专报推广。

二是聚“线”帮贫，加大综合金融
服务支持力度。中信银行因地制宜，
发挥集团协同优势，聚焦脱贫攻坚主
线，努力盘活黔江自然、人文、地理资

源，加大综合金融服务力度，为黔江区
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带去“源头活
水”。一方面，重庆分行不断加大信贷
政策支持力度，通过债券等多渠道融
资形式，加大对黔江区政府平台及相
关企业的信贷投入，为黔江当地企业
（鸿业集团、城投集团）综合融资达25
亿元。另一方面，分行通过设置产业
发展基金，带动当地老百姓发展生产，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并联合当地政府
设立医疗救助金，防止因病返贫。

三是聚“点”帮弱，派驻扶贫干部
全方位帮扶。对于聚焦定点帮扶黔江
区沙坝乡木良村，中信银行开展密集
调研、不断创新举措、加大精准施策，
围绕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通过设立产业、医疗、教育基金等方
式，筹建了木良村中信养老中心，捐建
沙坝镇中心校科技大楼，逐步建立起
可持续发展、防止因病致贫、因学致
贫、老有所养的长效机制。中信银行
派出的扶贫干部肖鸣兢兢业业，带领
全村脱贫致富，荣获2020年“全国金
融五一劳动奖章”、“第十二届全国优

秀青年志愿者”、“重庆市脱贫攻坚奉
献奖”，2018年度“全国金融系统青年
五四奖章”、“重庆市扶贫开发工作
2018年度先进个人”，被媒体称为“嫁
到贫困村的男人”。木良村被授予“重
庆市2019年度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多点开花
项目扶贫结硕果

近年来，中信集团在黔江实施定
点帮扶项目26个，相关项目已经完工
投用，并形成扶贫成果多点开花结硕
果的良好态势。

产业扶贫。创新设立了木良村产
业发展种子基金，建成沙坝镇木良村
万寿菊、沙坝镇脉东社区蔬菜基地等
产业项目近10个。其中，投资170万
元的沙坝镇木良村光伏项目，自2019
年12月并网运营以来累计发电11.89
万度，预计年收入20万元，可为木良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务工、土地租
金等收入3.6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收入约16万元。

基础设施扶贫。建成 2座便民
桥、连心桥，解决500余人出行难、运
输难问题，受益贫困户近40户；建成
产业路近6公里，彻底改善了沙坝镇
木良村2组、3组，脉东西池塘蔬菜基
地，三台村红叶冬桃基地近 100 户
600余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助推600
余亩蚕桑、300余亩蔬菜规模化发展，
常年解决7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对沙
坝镇木良村120户358人居住环境进
行了整治，51户167人完成异地扶贫
搬迁；实施了人饮到户工程，解决木良
村529户1778人饮水难问题。

医疗扶贫。扶贫与防贫相结合，
率先着手解决因病返贫和贫困边缘户
问题。设立10万元/年村级医疗帮扶
基金，对自付金额超过3300元/人/年
的重病困难群众，给予30%、限额1万
元的医疗帮扶。4年来缓解130多名
患病困难群众医疗负担30余万元，有
效化解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风险。

教育扶贫。投入800万元支持建
设沙坝镇中心校科普楼，今年9月启
用，建成后有效解决该校教学用房紧张

问题，直接受益学生2000余人；投入
50万元开展了致富带头人、农业实用
技术、劳务就业、镇村两级干部综合能
力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实用技术等各类
培训班近20期，惠及镇村干部、群众
1200余人。重庆分行在沙坝中心学校
设立了“爱在黔江”教育帮扶项目，先后
捐款、捐物60多万元，专设“留守儿童
亲情视频聊天室”“研学旅行”“中信书
屋”及优秀师生“中信奖学金”“中信助
学金”，惠及困难学生350余名、优秀师
生120名、留守儿童800余名。

在中信集团定点帮扶下，截至
2019年底，黔江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12975 元，较 2014 年增长
64.7%，累计实现 11580 户 44683 人
脱贫、全区65个贫困村全部销号，贫
困人口减少至47户161人，贫困发生
率由2014年的13%降至0.05%，贫困
村通畅率、村民小组通达率均达
100%，安全饮水、安全用电、广播、电
视、互联网实现全覆盖。

徐一琪
图片由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坚持“三聚三帮”发挥大协同优势
中信助力黔江打赢脱贫攻坚战

设立产业发展种子基金，“输
血”变“造血”，支持木良村蚕桑养殖

为木良村建设渝东南片区首座村级光伏发电站

沙坝乡中心学校的中信科普楼在修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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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李星婷 通讯员 崔冬赟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
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纪念章。西南政法大学雷成贵、潘
伯华、蒲元春、卢锦生、王图政、吕绍成6位志
愿军老战士，荣获该纪念章。

走近英雄，学习英雄。10月25日，重庆
日报记者和西政学生记者团成员，走近雷成
贵、潘伯华、蒲元春3位志愿军老战士，聆听他
们的故事，让历久弥新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
空，代代相传。

“全班就一双毛皮鞋，大家轮着穿”

雷成贵：出生于1930年，四川渠县人，中
国人民解放军20军58师172团步炮连士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0月
25日，重庆日报记者在西政沙坪坝老校区见
到雷成贵老人时，他正和潘伯华、蒲元春两位
老战友一起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时间仿佛回到70年前。1950年10月，
第一批志愿军踏上抗美援朝的征途。雷成贵
当时20岁，是步炮连刚参军的一名战士。

“我们从山东出发，抵达鸭绿江的时候，原
先的桥和路都被敌机炸毁了。时间紧迫，我们
只能搭浮桥通行。白天常有敌机飞过，我们只
好在半夜行动。”90岁的雷成贵有点耳背，但
思路清晰。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他略显激
动。

当时已是深秋，气温约摸五六摄氏度，水
浪一个接一个涌来，打在战士们身上。大家只
穿着单薄的军装和解放鞋，冻得直打抖。雷成
贵和战友们用绳子把木船绑在一起，然后在木
船上铺木板。有时遇到敌机丢下几枚炸弹，木
桥被炸毁，“班长带头下水继续搭桥，我和战友
们也都毫不犹豫地下水绑绳子、钉钉子。”说到
这里，雷成贵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过了江，部队暂时驻扎下来，粮食和衣服
都很紧缺。于是，战士们到处挖野菜，混着麦
糠一起吃。

那时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全班
就一双毛皮鞋，大家轮着穿。”雷成贵很多时候
都把鞋子让给年龄较小的战友穿，这双破破烂
烂的鞋子支撑了全班的整个冬天。

比起环境的恶劣，最残酷的是战场上的炮
火。1951年6月3日，雷成贵所在部队向北转
移，准备与兄弟部队会合。不料敌军乘机反
扑，雷成贵和战友扛着步兵炮冲在最前面，就
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雷成贵不远的地方，他
的右手手臂被弹片撕开大约20厘米的口子，
血流不止。雷成贵咬紧牙关，继续和战友扛着
步兵炮撤退，还没出山口，他便晕倒了。

醒来时，雷成贵已躺在部队医院，整个手
臂包扎得严严实实，这次受伤导致他右手臂神
经损伤，五根手指至今无法自主屈伸……

1951年底，受伤的雷成贵回国，后被保送
至西政法律系学习。大学毕业后，雷成贵在西
政武装部任职，负责民兵训练，直到退休。

“看到这张照片，就能给我无尽的动力”

潘伯华：出生于 1932 年，四川犍为人，
1951 年 6 月入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 军 31
师91团战士。

和两位战友一样，潘伯华衣着朴素，胸前
戴着纪念章，这是他一生的光荣。

在进入朝鲜前，潘伯华在国内学习军事理
论，赴朝后在青年部工作。战场上，危险无处
不在。有一次，潘伯华带着一队战士穿过一片
竹林，刚从竹林区域离开，炮火就从天而降，整
片林子陷入冲天火光……

为防止头部受伤后不方便医治，战士们都
会定期理发，剃成光头或短寸。在参加上甘岭
战役时，潘伯华头发长了，他正在屋里理发，一
块炮弹碎片横飞而来，深插在潘伯华面前的木
桌上，他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上甘岭战役打了40余天，很艰苦。但在
坑道里、防空洞中、树林里，战士们都爱唱《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潘伯华记得，歌声总是
在炮火中、大雨中响起，“祖国在身后，我们就
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战士们最高兴的是慰问团的到来。那时，
后勤条件已有很大的改善。慰问团带来水缸、
钢笔、本子，也带来鸡蛋、面粉、罐头、糖等，给
战友们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在战场上，潘伯华很想念家人，最大的愿
望是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令他万万没想到的
是，祖国记着他的心愿，真的为他寄来全家
福。“照片上是家人的盈盈笑脸。任何时候，我
只要看到这张照片，就能给我无尽的动力。”忆
及此，潘伯华眼角湿润了。

“我绝不能让敌军有机可乘”

蒲元春：出生于 1942 年，四川南充人。
1958年赴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130师独
立卫生营战士。

身着灰色的棉麻服，头发花白，蒲元春手
中紧攥着一个袋子。

干净的旧军帽、花布包裹的肩章、被红绳
捆好的腰带……蒲元春将袋里的旧物一件件
小心地拿出来展示给记者。

1958年1月，《朝鲜停战协定》已签署4年
多，可战后重建工作仍在继续。志愿军来到南
充招兵，年仅16岁的蒲元春应召入伍。

那是1958年大年初一，刚到朝鲜一下火
车，迎接大家的是漫天大雪。“大冬天非常冷，
可我们一去就有棉帽、棉被、炕床，这都是国家
给的保障。”蒲元春回忆，自己被分配到卫生
营，成为一名军医。

白天学习医学知识，晚上轮流站岗放哨。
面对陌生的环境和语言，孤独常常裹挟着年少
的蒲元春。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晚上站岗
放哨，周围一片漆黑，没有灯火。蒲元春孤零
零一个人站在岗前，紧攥着手中的枪，因为稍
不留意就可能被敌军“摸哨”（暗中袭击敌方的
岗哨）。“为了祖国和人民，我绝不能让敌军有
机可乘！”蒲元春鼓足精神，十分认真地完成了
任务。

1958年 10月，蒲元春成为最后一批驻
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火车行至丹东时，当
地群众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蒲元春
将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钢笔赠送给一位丹东
群众。

后来，蒲元春还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复员后在重庆医科大学工作。1983年，他来
到西政校医处工作。

“现在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很骄傲！”年近
80岁的蒲元春眼中的坚毅一如少时。他和两
位战友都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
的精气神，奠定了新中国的重要地位，“年轻一
代不要忘记历史，要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永续
传承、世代发扬。”

“祖国在身后，我们就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西南政法大学3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讲述战场往事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今年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10月
25日，由重庆日报主办的“致敬英雄”《金刚
川》主题观影会在CGV影城来福士店举行，
志愿军老兵家属代表、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普
通观众等200余人共聚一堂，通过观看电影
《金刚川》的方式，致敬英雄。

据介绍，《金刚川》由管虎、郭帆、路阳
共同执导，张译、吴京、李九霄、魏晨、邓超
等主演。该片以1953年抗美援朝最后一次
战役——金城战役为背景，通过对普通战士
的细腻刻画，生动再现了他们冒着炮火一次
次用血肉之躯修补被敌机炸毁的木桥，保证
主力部队顺利过河的故事。

在观影会上，作为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
的家属代表，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
本土作家许大立向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家人
的故事。

“我岳父郭济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1952年8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阶
段，他以志愿军某师政委的身份入朝作战。”
周勇回忆，其间，岳父所在部队先后与美军交
手11次。特别是在1952年1月25日，部队
挫败了美军夺取丁字山的意图，彻底破灭美
军突破志愿军正面防御阵地的幻想。

许大立表示，自己的二叔许兵于1950年
以一名志愿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身份入
朝，负责宣传教育工作。1952年，他调到志
愿军后勤文工团担任团长，负责整个志愿军
后勤部队的慰问鼓动工作。

“二叔曾多次告诉我，虽然他没有深入前
线直接与美军作战，但几乎每天都会遭遇美
军的轰炸。”许大立说，有一次，二叔带领后勤
文工团前去某部进行慰问演出，路上为躲避
敌机轰炸，汽车失控导致他脊椎压缩性骨折。

“虽然之前看过不少与抗美援朝有关的
书籍，但看完这部电影，依然觉得相当震撼。”
观影结束后，重庆外国语学校高2021届4班
学生陈鹏旭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特别是为了
让战友们成功过河，战士们架起“人桥”的场
景，让自己发自内心地感慨，“我真正地明白
了，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最可爱的人！”

重庆日报举办“致敬英雄”
《金刚川》主题观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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