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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农商银行通川支行
成功发放首笔“蜀信�税农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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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达州农商银行通川支行成功发
放首笔1000万元“蜀信�税农贷”，该行从
受理贷款申请到发放登记，仅用5天时
间。这也是达州农商银行助力脱贫攻坚推
出“蜀信�税农贷”后发放的最大一笔贷款。

扎根农行 默默奉献30年
——记农行大竹庙坝支行大堂经理谷章华

□银企先锋

谷章华为客户服务

“税农贷”产品是指各商业金融机构向符合借款条件、
具备偿还能力、依法诚信纳税或税收遵从度高的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农产品超市等涉农企业
发放的，主要用于产业扶贫带动农户(含建档立卡贫困户)
创业就业、增收致富的，可享受优惠贷款利率的生产经营性
贷款，最高可贷款2000万元。

为推动业务开展，达州农商银行通川支行营业部主动
走访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为客户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
经过几轮沟通和谈判，成功和达州某知名食品企业达成协
议。该企业提供足值的财产抵押，并承诺销售回款率在
70%以上，而达州农商银行通川支行除发放1000万元贷款
支持该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同时，代理该企业的代发及电子
银行业务。

（杨红莉 本报记者 龚俊）

老谷在20多年前查出患了乙肝，这么多年来一直拖
着病体坚守在岗位上，老谷明白自己的身体不允许自己做
太重的工作，老谷也不允许自己去拖别人的后腿。

老谷不想离开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家乡，尽管每年过年
的时候，在浙江安家的儿子总是劝他放下工作到他那边去
休养，但是老谷都拒绝了。老谷说：“老母亲年纪也大了，
自己留在这边还可以照顾她，而且我从小就出生在这里，
都习惯了。”

可是生病后的老谷身体越来越差，皮肤越来越干，手
指上的指纹几乎消失，就连临柜系统指纹签到也很难，老
谷不得不离开自己喜欢的柜台工作，转任了大堂经理。老
谷是个内向的人。为了弥补自己性格导致的工作上的不
足，老谷在刚转到大堂经理的头半年里一心埋头于资料之
中，恶补专业知识，确保“肚里有货，心里不慌”。

担任大堂经理以来，老谷遇到过各式各样“难伺候”的
客人，有被电信诈骗还坚信自己中奖的老大爷，有一定要
立刻获取保险金的中年男人，有被女婿取走钱的老人……
老谷每次都耐心地帮他们想办法。正当工作走上顺途的
时候，老谷的病情却出现恶化。2013年，老谷在工作中常
常大口吐血，不得不请了工作以来最长的一次病假。

当同事来医院看望老谷时，他全身插满了各式各样的
导管，身体状况异常糟糕，但老谷当时说的第一句话是：“给
大家添麻烦了，麻烦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来看我。”老谷在医
院没住多久就出了院，在他看来，在医院静养一百天，还不如
回到工作岗位上工作一天。同事评价老谷说：“老谷是个沉
默内向的人，他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从不多说些什么。”

如今老谷已经53岁了，依旧在一线工作岗位上奋斗
着。在老谷眼中，工作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按老谷的话
来说就是“我怕自己做得还不够”。老谷每晚6点下班后，
又骑着电瓶车回牌坊去，迄今他已经骑了30年，并且还将
骑下去。

□郑年孝 见习记者 冯津榕 摄影报道

日前，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诚邀开
江县法院在联社举行工作座谈会，主要围绕开
江联社贷款诉讼及执行方面的问题进行接洽
讨论以及联社咨询一些法律相关方面的知识。

与会人员热烈讨论，积极交流，加强了双
方单位的信息沟通，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单位
良性友好互动，为开江联社进一步加强贷款
诉讼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军）

当天，家住达川区翠屏街道火烽山村的
陈婆婆，正在家中清理废旧物品。忙碌中，她
顺手将一个塑料袋扔进了土灶中，但很快她
就顿悟过来：“糟了，袋子里面装的钱。”当她
急匆匆地把那个塑料袋捞出来后，发现总共
5000元现金已有部分被烧毁。眼看着血汗
钱变成了“纸碳”，陈婆婆后悔不已：“年龄大
了，有时候头脑不清醒啊！”

随后有邻居提醒陈婆婆，残币可以到银
行进行兑换，但需要消防部门出具相关证
明。听到这，陈婆婆随即找到消防部门，希望
能够出具钱币被火烧毁的证明。但消防官兵
告诉她，从未出具过类似证明，也不知道怎样
开具这种证明。看着陈婆婆着急心痛，消防
官兵又驱车陪同陈婆婆前往市区，希望银行
能够解决她的难题。

当陈婆婆来到中国银行达州分行营业部
时，该行工作人员查看了这些残损钞票后，立
即将情况向行领导进行了报告，引起了行领
导的高度重视。由于这些残损钞票被高温炙
烤，每一张钞票均不同程度出现碳化，稍有不

慎就会碰掉碳化的部分，造成残钞达不到兑
换的标准。为此，该行财务运营部金库主管
经理郑达军及时赶到营业部进行处理。

随后，郑达军用镊子和薄刀片将紧紧贴
在一起的钞票小心分离，再将分离出来的钞
票用纸胶布粘贴好，防止碳化部分脱落。4
个小时后，郑达军终于将残钞全部分离和粘
贴完毕，除了5张损坏程度较为严重难以完
全复原，只能以半额标准兑换外，其余45张
钞票均被成功补救，达到全额兑换标准。当
收到一叠崭新的钞票时，陈婆婆感动不已。

中国银行达州分行也提醒广大市民，除
必要开支外，尽量不要存放过多现金在家，避
免因保存方式不当或因火灾、鼠咬等造成不
必要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
《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第三条规定：凡
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无偿为
公众兑换残缺、污损人民币，不得拒绝兑换。
今后，市民如出现类似情况，可就近选择任一
银行网点对残钞进行兑换。

（张渠 本报记者 胡健）

消防官兵帮助 中行全力补救
达城“烧钱老太”换新钞

一时糊涂，她
把钞票当作干柴
烧了，当她反应过
来懊悔着急之时，
接连遇到了好心
人的帮助。最终，
达城这名幸运的
老太太成功挽回
了经济损失。

精诚合作 良性互动
开江联社携手开江县法院举行座谈会

□金融快讯

每天早晨7时许，在牌坊
到庙坝的路上，总会出现一个
骑着电瓶车的身影，他就是中
国农业银行大竹庙坝支行大堂
经理谷章华。28年间，每天早
上他从未“失约”。1987年2月
13日，23岁的谷章华以一个农
行人的身份踏入了大竹庙坝支
行。从那时开始，谷章华便扎
根庙坝支行，在这里默默无闻
地奉献了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