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手记
盛夏时节，笔者飞舟跨海走进长岛，遍访机构网点，面对面

了解海岛员工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短短一周内，遇到海上航班

因大雾停航，因满员临时不停靠计划前去的小岛，致使行程安排

多次被打乱或取消；遇到过因岛上停水3天没有洗澡，由于天气

湿热，随身携带的衣服只好重复换穿的窘迫；遇到过住进当地渔

家乐，洗漱时发现房间里毛巾、牙膏、牙刷、拖鞋啥也没有的尴

尬和半夜被蚊子咬醒的无奈。笔者是一个匆匆过客，而员工一呆

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

■一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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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一大早，山东长岛农商银行钦

岛支行员工唐颖焦急地打开手机查看当

日的天气预报。当看到因海上风大船只

停航的信息时，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已经连续1个多月无法见到远在蓬莱上幼

儿园的女儿了。帮忙照看女儿的母亲已

多次打来电话，催促唐颖回家看看。每

次通话时，电话里传出的一阵阵奶声奶

气的“妈妈”，都让她心酸落泪。

和唐颖一样，因工作而不得不与家

人分居两地的经历，是不少在享有“海

上银行”之称的长岛农商银行工作的人

的共同记忆。

恍如隔世的北五岛

长岛是山东唯一的海岛县，32 个大

大小小的岛屿散落在烟波浩渺的渤海深

处，仅有10个小岛常年住有居民，分别

是县城所在地南长山岛和北长山岛，以

及北五岛和西三乡。其中“北五岛”即砣

矶岛、大钦岛、小钦岛、南隍城岛和北隍

城岛，“西三乡”即大黑山岛、小黑山岛

和庙岛。由当地农信社转制而成的长岛农

商银行在其中8个居民相对较多的岛上设

立了营业网点，北五岛支行（分理处）和

黑山支行是岛上仅有的金融机构。

交通不便是海岛生活最显著的特

征。一年当中，有100多天会出现7级以

上的大风，加之有雾，约有三分之二时

间海上航班停运，人员和物资无法进

出，岛上居民的基本生活用品难以保

障。即便正常通航，从蓬莱港航行到最

北端的北隍城岛，也需要六七个钟头。

曾经有一次，由于海上大风，北五岛连

续 21 天停航，完全依靠岛外供应的蔬

菜、肉、蛋早已告罄，其艰苦程度可想

而知。岛上居民平时若遇上急事需要出

岛，碰到极端天气，只能望海兴叹。

半个多世纪以来，长岛农商银行的

员工薪火相传，坚守海岛，为当地居民

提供存取款和贷款服务，方便了海岛居

民生活，促进了渔业发展。

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的小钦岛上有一

个自然村，长岛农商银行钦岛支行小钦

岛分理处的 3 名女员工，常年为岛上的

300 多户共 800 多位村民提供存取款服

务。蔡红英和宋亚莉都是土生土长的小

钦岛人，两人一起共事已经24年。她们

白天为村民办理存取款，晚上值班守

库，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不足 20

平方米的营业室度过。蔡红英说，别看

网点面积小，用处却不小，如果没有这

个分理处，岛上人只能乘船去大钦岛办

理存取款，既不方便，又不安全。

长岛农商银行董事长张大蔚介绍，

从银行经营角度来看，农商行大部分网

点由于规模小，运营成本高，达不到保

本点。这么多年一直在坚守，目的只有

一个，就是为使岛上居民真正享受到普

惠金融带来的便利。

北隍城岛位于山东省最北端，与辽

宁省大连市的距离比蓬莱还近，交通条

件在长岛属于比较落后的。北隍城支行

行长柳杰回忆，有一年冬天，海底电缆

坏了，由于风大无法抢修，岛上连续 19

天停电，营业室没有暖气，自备柴油发

电机仅能保障电脑和正常照明所需，空

调无法使用，她和另外两名女同事穿着

厚厚的棉衣办理业务，冷了就跺跺脚，

手冻僵了就对着哈口气，搓一搓，营业

室没有关过一天门。

柳杰补充道，岛上停电停水的现

象时有发生，有时十天半月都无法洗澡。

条件再艰苦，员工都未曾怨天尤

人。因为对渔民有感情，无论办理存取

款还是发放贷款，员工们都是心贴心、

实打实的服务。北隍城乡山前村65岁的

渔民葛茂平，一直从事海上养殖，凭借

农商行提供的多笔贷款，扩大规模、改

善品种，成为岛上的养殖大户。老葛

说，不用出岛就能贷款，多亏有信用社

（岛上人仍习惯称农商行为信用社）。

2011 年，北隍城信用社被中国银行

业协会授予“最佳社会责任特殊贡献网

点奖”。

大钦岛乡党委书记高晓峰谈到农商

行在海岛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

说，农商行给岛上居民生活带来的便

利，对渔业生产提供的资金扶持是其他

任何一家机构无法替代的。农商行不忘

初心，坚守海岛，服务渔民，本身就是

贡献。

钦岛支行员工张瑞永，去年接到家

人从潍坊打来电话，得知母亲病危，家

里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赶回来。然而，

张瑞永请好了假，却遇到海上停航，待

海上大风警报解除赶回老家时，母亲已

永远闭上了双眼。这件事令他难过得好

久都没缓过劲来。对平凡岗位日复一日

的坚守，体现出长岛农商银行员工辛

勤的付出和无私的奉献。

无法释怀的亏欠感

异常艰苦的环境，使岛上人口逐年

减少，年轻人想方设法出岛工作或生

活，而外地人很少愿意在岛上，尤其是

在北五岛安家。

人口减少，缺少生源，加之教育基

础差，北五岛和西三乡如今大都没有学

校，有的甚至连幼儿园也没有。岛上的

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要送到南长山

岛或蓬莱上学，或由家中老人陪伴，或

托付给亲友，或独自住公寓。对家长而

言，与子女分离的日子里，心中是不尽

的牵挂、想念和无奈。

今年 37 岁的南隍城支行员工宋岩，

2007 年产子时，由于单位人手少，仅休

了40天产假便回到营业室上班。前年生

二胎时，因另一位女同事也面临生育，

依然没有休满产假，提前一个多月就回

到岗位。儿子大了送到岛外上学后，宋

岩将休班日积攒在一起，一年当中出岛

看望孩子的机会不过五六次，平时只能

靠电话跟孩子联系。

给孩子做营养餐、接送孩子上学、

陪伴孩子参加课外辅导、参加家长会

等陪伴子女成长的经历，对于在岛上工

作的农商行员工而言，都是奢望。

长岛农商银行人事综合部经理刘梅

在岛上摸爬滚打30多年，对员工情况知

根知底。她介绍，北五岛和黑山支行员

工的子女一般都送到县城或蓬莱上学，

一家三口两地或三地分居的现象十分普

遍，难得团聚一次。由于长期不在父母

身边，管理教育跟不上，孩子学习成绩

普遍不理想。这些年，员工子女参加高

考，几乎没有过一本线的。更令人惋惜

的是，个别孩子性格叛逆，打游戏，甚

至辍学，荒废了学业。

宋岩说，儿子脑瓜挺好使，就是有

点贪玩，家长靠不上，孩子学习成绩上

不去。她说，耽误孩子是一辈子的事，

没有后悔药。说这话时，宋岩眼里噙满

泪花。

全省农商行系统首届“十大杰出青

年”、北隍城支行行长柳杰，父亲过世，

母亲一人在县城陪外孙读书。母亲身体

不好，先后做过两次手术。一次突然晕

倒在地，多亏儿子放学回家看到，联系

柳杰。柳杰得知后，急忙打电话请在县

城的朋友帮忙将母亲送到医院。幸好抢

救及时，柳杰的母亲得以转危为安。

对父母无法照料尽孝，对孩子无法

照看尽责，是长岛农商银行许多员工面

临的问题。黑山支行员工刘晓峰把一双龙

凤胎儿女视为掌上明珠。孩子从小被送到

县城上学，由于人手少、工作忙，加之交

通不便，很少有空去县城看看孩子。外表

憨厚的刘晓峰边说边苦笑了一下。

普通员工是这样，管理层也面临这

样的情况。长岛农商银行班子成员5人，

其中4人属于外地交流任职，周末赶不回

去的情况很多，遇到业务繁忙或天气影

响，有时一个月无法出一次岛，根本照

顾不上家。在岛上已工作8年的副行长初

宁海家住烟台，爱人是公务员，平时工

作很忙，儿子只能托付给父母接送上

学。大前年父亲中风，儿子被开水烫

伤，爷孙两人同时住进医院，时值业务

旺季，由于工作忙，他回家看了看便不

得不立即赶回岛上。

难以割舍的海岛情

海岛特殊的生存条件和地理环境，

像一块试金石，考验着人的意志和耐

力。有的人无法忍受孤独和清苦，最终

选择离开；也有人选择坚守，扎根海

岛，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

32 岁的孙男是一位在城市长大的女

孩，父母在烟台当老师，家境优越，从

小到大没吃过苦。2010 年从吉林财经大

学毕业后，孙男考入了

长岛农商银行，干柜员、当会计，经过

海岛风雨的洗礼，日渐成熟，于 2016 年

担任副总，主持财务会计部工作，成为

独当一面的业务能手。谈到海岛工作的

经历和体会，孙男直言，当初也想过离

开，特别是刚上班时，对气候和生活环

境不适应，加上休班少，一个多月不能

回烟台看爸妈，特别想家。后来慢慢习

惯了，逐步打消了离岛的念头。孙男的

丈夫是一名在当地企业工作的海岛人。

几年前，父母因舍不得女儿，并不赞同

这门亲事。孙男说服爸妈，最终得以在

岛上结婚成家。如今，小两口已有一个3

岁的女儿。孙男说，只要放平心态，工

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咬咬牙都是能克服的。

孙男说的稀松平常，其实做到这点

不容易，当年和她一同赴长岛农商银行

报到的 12 名大学生新员工，已陆续离

开，目前只剩下她和邱尤东两人。

1987 年出生的邱尤东家住诸城，从

山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时，以优异成绩

考入长岛农商银行。在大钦岛工作过的

邱尤东对北五岛艰苦的生活和交通条件

深有体会。由于业务能力出色，他被调

入机关科室，现任副总主持科技部工

作。邱尤东是家里的独生子，母亲身体

不好，动过几次手术，身边亟需人照

顾。几次打算离岛时，邱尤东一想到领

导的关心、同事的帮助，还有长岛淳朴

的民风，就无法下定决心。时间一长，

便不再想离开的事了。如今，邱尤东娶

了一位老家在大黑山岛的女孩为妻，成

为名副其实的海岛人。

长岛农商银行115名正式员工中，外

地人占比并不高，近年来新接收的大学

生员工，留下来的，大都成为业务或管

理骨干。毕业于青岛科技大学的张作良

老家在龙口，在岛上工作已8年，2016年

8 月被提拔为主持公司贷款中心的副主

任。张作良清楚地记得，2011 年同一批

到长岛农商银行报到的新员工一共 16

人，目前仅剩下他1人坚守岗位。

在长岛农商银行，因工作而成为海

岛人的员工还有许多：已在岛上安家的

钦岛支行客户经理张树民，老家在临

沂；在大钦岛支行工作22年的老员工汪

志基，老家蓬莱……

“海上银行”的守护者
——山东长岛农商银行员工风采录

通讯员 宋斌

山西清徐农商银

行作为地方性金融机

构，在坚守定位的基

础上，以进乡村、进

市场、进社区的“三

进”活动为载体，将

农户和企事业单位职

工作为目标客户，进

行全面授信。

为了实现“整村

授信”“整厂授信”同

步落地，清徐农商银

行制定了整体推进规

划，成立了考评小组

逐乡逐村摸清底子，

全面掌握乡村和企业

的基本情况，并对各

类信息和档案资料做

到电子化存档，建立

并完善了档案管理机

制。

清徐农商银行依

托农村金融服务平台

“艳阳天”APP 和客户

经理的网格化管理，

推进信息采集工作，

根据各支行辖区内每

个乡镇的主导产业，

实施“支农支小，一

行一品”工程，通过

走 村 入 户 、 进 村 入

企 、 服 务 下 沉 的 方

式，倾听村民和企业

经营者的建议，根据

资产情况、信用情况

等信息，建立信用档

案，对客户进行精细

定位，并根据诚信度

确定预授信，方便村

民和企业快捷用信。

在红薯种植基地及元

宵生产基地徐沟镇清

德铺村，清徐农商银

行 利 用 “ 艳 阳 天 ”

APP，提升机构自身在

当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已帮助清德铺村

农户在线上售出1.2万斤红薯，预计该村整

村授信额将达 1000 万元，覆盖 60%以上的

适龄人口。

清徐农商银行通过实地检查、验收评

价、现场打分等方式，以新零售、新金

融、新营销为切入点，分析整村授信、整

厂授信的本质和特点，对区域市场精耕细

作，重点选择辖内的成子村、清德铺村、

山西聚丰煤矿机械修造有限公司，作为

“整村授信”“整厂授信”的精细化推进目

标，实现对农户和职工的精准覆盖，满足

村民的金融需求。清徐农商银行目前已为

聚丰煤矿的 120 名工人实施了“整厂授

信”，并同步将“整厂授信”纳入“整村

授信”体系中，与“整村授信”同部署、

同推进、同落实。

清徐农商银行通过创建2个信用村示范

点和信用企业，将签约授信额、用信率进

一步量化。目前，选取的授信试点还包括

山西水塔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山西亚鑫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这2家当地的龙头企业。清

徐农商银行根据水塔醋业现有的集原料基

地、科研开发、制曲酿造、包装运输、营

销策划、旅游文化于一体的经营模式，拟

在2000万元信贷支持的基础上，增加授信

7800万元，进一步推动企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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