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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实试点各项工作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招商银行福州分行开办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业务

●试点来了，
企业财务管理成本降低了！

据了解，此次试点工作统一
了人民币和外币银行账户开立、
变更和撤销等基本管理规则，可
实现一个账户管理本外币多币种
资金。以往，对于同一资金性质，
企业需要开立多个结算币种账
户，试点后即可合并开立一个账
户，实现一个账户多币种资金结
算、交易查询、资金管理等全方位
可视化集中管理。

“过去每开立一个账户就需
新增一个账号，如发生信息变

更，还需逐户提供资料，费时费
力。”7月26日，某跨境电商企业
财务人员在招商银行平潭支行
顺利完成账户变更后表示“将原
有账户变更为本外币合一账户，
以后我们公司如果再有其他币
种相同性质的资金要入账，我就
不用再来银行，直接就能入这个
账户，十分方便！”

这同样也是本次试点工作的
主要目的，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
户体系推行后，将简化企业开户、
变更、销户等办理手续，可以有效
降低企业财务管理成本，让他们切
切实实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化繁为简，
银行账户开户服务优化了！

在此次试点工作中，招商
银行福州分行将在人民银行福
州中心支行的指导下，围绕“构
建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

“统一本外币账户业务基本规
则”“提升本外币银行账户业务
便利性”“加强试点银行对本外
币银行账户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加强对本外币银行账户的
监管和监测”“适当实现‘资金
管理’与‘账户管理’分离”六大
主要内容开展试点，为后续工

作打下坚实基础。
“福建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涉及欧
元、美元、新加坡币三个币种。
试点前，该公司需要在分别开立
三种账户接收不同币种资本金，
不仅开户流程重复，提交材料较
多，日常还需要管理多个账户。”
招商银行福州分行部门负责人
介绍道，这些企业“老难题”也将
成为历史，随着试点工作的开
展，将大大提升账户服务，优化
营商环境，客户可在开户时一次
性申请开通多币种结算服务，也
可以根据需要申请开立限定币

种结算服务。灵活多样的多币
种账户服务，在满足企业多元化
资金管理需求的同时，也有效解
决了因账户开立过程耗时而延
迟资金入账的服务痛点。

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省分局，在福建省启动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试点工
作，推动银行全面优化账户服务，大力支持营商环境建设。作为福建省地区试点银行之一，招商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共有13
家招行网点参与试点，企业可前往这些网点申请开立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

针对此次试点工作，金融工
程博士、“闽都学者”、MBA硕士生
导师耿庆峰教授认为，这为市场
主体提供更加优质、安全、高效
的银行账户服务，有利于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求，推动贸易投
资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创建良好营商环境。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见习记者 周字艺 文/图）
有这样一批收藏家，他们
收藏奥运会的相关物品，
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奥运
文化，福州第二中学退休
体育老师张祖仁，便是其
中之一。昨日上午，张祖
仁来到海都报，向记者展
示了自己 46 年来精心收
集的“奥运藏品”。

1958 年出生的张祖
仁，从小喜欢运动。1973
年，他代表福建省参加全
国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
获得跳高第七名，随后连
续两届获得全省少年跳高
冠军，还曾获得全国少年
跳高比赛第三名。

1975年，张祖仁正式
退役，他萌生出收集“奥运
藏品”的念头。最初，张祖
仁只是收藏奥运邮票，担
任福州二中体育老师后，
他将收藏范围扩大，陆续
收集比赛门券、纪念火花、

纪念章、火炬、老照片、吉
祥物、奥运相关报纸及杂
志等，共计 20 个品类 300
多件藏品，其中个别已成
为“孤品”。

在所有藏品中，张祖
仁认为最珍贵的，是 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银制纪
念章和 1972 年德国慕尼
黑奥运会铜制纪念章，
1936 年德国柏林奥运会
的香烟盒也是张祖仁的

“心头爱”。
2008年，50岁的张祖

仁，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
的时刻。在海都报的帮助
下，他成为了奥运火炬
手。他还带着精心挑选的

“福娃”寿山石雕、北京申
奥陶瓷等 3 件礼物进京，
捐赠给北京奥组委，表达
自己的一片心意。

张祖仁告诉记者，他
想要创办一个体育收藏
馆，将藏品和收藏心得分
享给大家。

为了让年轻人也能接
受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欧成斌将闽剧和现代剧进
行结合，创作了不少新颖的
作品。

2020 年，他创作的闽
剧《垃圾房风波》《最美晋安
人》，以生动诙谐的方式宣

传垃圾分类新时尚，令人耳
目一新，演出大受好评。移
风易俗、扫黑除恶等题材，
都被他写入闽剧小戏中。
据悉，这几年，欧成斌排练
的现代题材闽剧有 20 多
部。

记者从晋安区政府了

解到，为方便晋安区闽剧团
惠民演出，还专门为剧团购
置了舞台车。仅 2020 年，
欧成斌在晋安区北峰、各个
社区就演出了 100 多场闽
剧。

如今，他在晋安区鼓山
镇红光村开办了晋安区民

间文化传承演艺馆，馆里展
示着木偶戏、十番、伬唱等
几十种福州地方文艺和民
俗文化活动道具。“平时都
在这里讲课，还会让学员现
场穿上服装进行表演。”欧
成斌说，只要有人想学闽
剧，都可以过来找他。

“胡须伯”的追剧岁月
从艺63年，欧成斌对闽剧有着道不尽的爱；今年71岁的他，依然奋战在演出第一线

退休体育老师
痴迷“奥运藏品”

为

N海都记者 陈晋 马俊杰 游越 文/图
实习生 林益萱

闽剧，又称“福州戏”，起源于明末，迄
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它是用福州方言演
唱、念白的戏曲剧种，流行于福州方言系的
20多个县市和台、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各
国华人旅居地。闽剧历经数百年的变革，
形成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艺术风格，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福州的闽剧圈，“胡须伯”欧成斌是
个响当当的角儿。他8岁开始学习闽剧，10
岁第一次登台，从艺63年，对闽剧的痴迷丝
毫未减。

“小时候穷，和母亲在
家门口编斗笠，我一边编，
一边哼着调调，被一位闽剧
老师看中了。”那一年，欧成
斌8岁，刚上完小学一年级，
他就进入福州市艺术学校
专攻闽剧。10岁进入福州
市红旗闽剧团，40岁重新组

建郊区闽剧团(后改为“晋
安区闽剧团”)……退休返
聘后，担任晋安区闽剧团团
长。今年71岁的欧成斌，仍
奋战在闽剧演出的第一线。

从艺 63 年，欧成斌把
自己培养成能导、能演、能
创作的多面手。他说，自己

这一生只为闽剧着迷。
在今年 5 月举办的福

州市第 25 届戏剧会演上，
欧成斌亲自导演了原创闽
剧《三渡阳岐》。谈起这次
排练过程，欧成斌感叹：“真
的很苦。”由于演出这一剧
目的演员处于流动状态，大

部分时间都在福安、霞浦、
闽清等地乡村舞台演出，他
只得跟着这些剧团走，“他
们走到哪，我就跟到哪，这
些演员的演出一结束，我就
召集他们抓紧时间排练”。
为了这一出戏，他足足跑了
两个月，而且是自掏腰包。

把闽剧送进社区、乡
村，送到老百姓眼前，一直
是欧成斌在做的事。如今，
他经常带着晋安区闽剧团
到各地进行惠民演出，受到
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

2019 年，晋安区北峰

寿山乡石牌村文化中心内，
举行了第一场闽剧表演，剧
本是欧成斌自创的，讲的都
是邻里乡亲的事，演员也都
是村民。“当年在演出过程
中，我就觉得石牌村文化底
蕴深厚，很多村民都会吹拉

弹唱，不如把他们召集起
来，打造一个当地的闽剧
团。”欧成斌有了新的想法，
当即就开始实施。

在他的牵头下，石牌村
乡村大舞台被改造成晋安
区非遗（闽剧）展示馆，200

多张资料图片、450多件文
献资料和实物，展示了闽剧
的“前世今生”以及他从艺
以来“走南闯北”的故事。
欧成斌还自掏腰包，为展示
馆搜集闽剧的服装道具、舞
美设备、曲谱戏本。

为召集演员排练 他跟着剧团跑了两个月

带剧团惠民演出 自掏腰包搜集非遗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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