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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一知名卫浴企业
与民生银行泉州分行自
2009年建立了合作关系，多
年来与泉州分行共同成长，
致力于打造国内“泛家居”千
亿产业联盟。该企业致力于
通过改善全产业链生态圈的
协同作用突破发展壁垒，力
争成为国际卫浴领军品牌。

作为多年合作伙伴，民
生银行泉州分行围绕该卫浴
企业打造世界卫浴行业第一
品牌的战略愿景，成立了“五
位一体”综合服务团队，深入
分析其战略需求和发展瓶
颈，通过提供全方位、专业
化、一体化的综合服务，不断
满足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
差异化金融需求，持续助力
企业与其上下游发展壮大。

银企深度对接，助力企业
在数年间跃上发展新台阶。

——2018年，该卫浴企
业开启了高端卫浴品牌建设
之路，高度聚焦产业生态链，
希望建立完整的上游供应链
生态周期管理和扶持系统以
支持品牌升级。民生银行泉

州分行快速响应，为企业设
计打造了一套嵌入集团
ERP内的供应商生命周期
管理系统，加强信融E、票融
E等产品的运用，迅速推广
至上游55户供应商，实现放
款笔数 281 笔，放款金额
4.07亿元。供应链项目的落
地，帮助该企业扶持上游供
应商，进而稳固了供应链生
态，促进企业产品品质的提
升及成本的下降，使其在激
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2019年至2020年，
该卫浴企业继续发力品牌建
设，实施多品牌战略。民生
银行泉州分行与企业紧密沟
通，配置国内并购贷款1.08
亿元，帮助企业实现产量快
速提升，新增产能106万件
套。为提升品牌辨识度，强
化品牌价值，将自主品牌“走
出去”，国际品牌“引进来”，该
企业不断寻找优质同业并购
标的，民生银行泉州分行为
其提供1200万欧元的并购贷
款，助力其收购德国百年橱
柜品牌，让世界看见中国卫

浴品牌的崛起，这也是泉州
当地首笔跨境并购贷款。

——2021年，该卫浴企
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布局新产
业，打造了首个5G智慧产业
园，民生银行泉州分行紧跟企
业发展战略，为其5G智慧工厂
新增发放中长期贷款1亿元。

——2022年，民生银行
泉州分行为该企业成功落
地全市首单供应链票据再
贴现业务。

——2023年，民生银行
泉州分行为该企业发放固定
资产贷款2.74亿元，支持固
定资产建设需求。

根植于泉州这个民营
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城市，民
生银行泉州分行多年来与本
土企业和衷共济、乘风破
浪。泉州分行坚持把服务先
进制造业融入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大局，为制造业
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
力，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金融
需求，全方位的服务覆盖到
企业的每个环节，助力泉州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和衷共济 乘风破浪
——民生银行泉州分行助跑泉州制造业

海都讯（通讯员 郑文典
刘钦赐 黄熠 文/图） 4 月
22 日，漳州市作家协会、
芗 城 区 芝 山 街 道 举 行
《芝 山 揽 胜》新 书 分 享
会，以文为媒，邀请参与
创作的作家、文史研究
工作者、新闻记者欢聚
一堂，共同探讨该书创
作背后的故事与思考，
并赠送新书，参观芝山
新城重点项目建设和新
城新貌。

为了更好地了解芝
山、宣传芝山，展现芝山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优
势，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
城市建设交融发展，前
期，芝山街道邀请了一批
活跃在漳州文坛的本土
作家、摄影家前来采风创
作，图文并茂地编纂成
《芝山揽胜》一书，以更好
地观照和展望芝山的过
去、现在与未来。

《芝山揽胜》一书分
为“古迹遗存”“非遗传
承”“乡贤流芳”“古邑新
颜”等4个板块，共31篇文
章，配图 188 张。创作者
们根植本地文化沃土，观

照现实与历史，结合古籍
史料与故事传说，力求多
方位、多角度记录下芝山
街道历史嬗变、古迹非
遗、村庄乡贤、故土新貌、
山水胜景、民情风俗。这
些，既承闽南文化特色，
又接千年古城遗风，是芝
山人世世代代的乡愁记
忆、心灵滋养。

芝山，作为漳州历史
文化名城的一部分，历史
文化资源丰富。芝山街
道辖区现有渡头日升楼
等 19 处一般不可移动文
物点，有西院慈德宫、康
山松柏山等 2处区级文保
单位，有 1 处市级文保单
位覆船山遗址；另有西院
达尊拳、渡头独脚鹤拳、
下碑洪拳、渡头柯氏（偃
月刀）传统锻造技艺、甘
棠漳绣等 5个非遗代表性
项目。

近年来，芝山街道深
入挖掘芝山历史文化资
源，积极融入全市“一核
两翼”空间发展布局，在
新 时 代 赶 考 路 上 围 绕

“产、城、人”深度融合发
展，以开展“七比一看”竞

赛、“产业发展项目建设
提升年”活动为抓手，凝
心聚力争优争先争效，以
高质量精神文化供给推
进芝山新城加快崛起，实
现芝山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超越，全力打造有颜
值、有温度、有内涵的现
代服务业发展示范区。
如今，一片片滞洪区、棚
户区正在变为生态宜居
的“宝地”，一座宜业宜居
宜游的美丽芝山新城正
在崛起，美好生活图景正
徐徐展开。

芝山街道举行
《芝山揽胜》新书分享会

《芝山揽胜》新书分享会

从书肆林立到公益书舍比邻
海都记者走访千年古邑建阳，看“图书之府”的全民阅读新实践

据了解，下一步，建
阳区提出“三个坚持”建
设公益书吧：

1. 坚持公益书吧功
能纯粹化，书吧就是阅读
空间，不把商业搞进去；

2.坚持书吧服务公益
化，免费开放，让每个志愿
者带动一家人、一片人；

3. 坚持公益书吧建
设不停步，2023 年建阳
准备再建 10余个公益书
吧，并计划三年内建成

“城市 10 分钟书吧圈”，
从城市任何位置，步行
10 分钟之内可到达书
吧，同时建阳将编制公益
书吧布点规划，报自然资
源局研究。

形成 10 分钟书吧
圈，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志

愿者参与进来，对公益书
吧的运营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建阳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区全民阅读促
进会领导小组组长郑顺
莲表示，会持续求教专家
学者和学习外地的先进
经验，让好事真正办好。
建阳将继续结合朱子、宋
慈、建盏、建本“四张文化
名片”，以展示读书成果、
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不
断拓展“书香建阳”建设
的高度和广度，通过公益
书吧的打造，不断拓展阅
读空间阵地、创新阅读活
动形式、扩大阅读推广队
伍，培育造就一批领读
者、志愿者、阅读活动，持
续探索完善全民阅读的

“建阳模式”。

建阳区实验小学校园内，孩子们在齐诵《少年中国说》；潭山智慧体育公园广场，童声在诵读《诗话朱子》，近百家出
版社展陈的15000多种图书留住了健身市民的匆匆脚步；考亭书院内，当代文学家、著名学者王宏甲的《北孔南朱与中
国文化》专场报告会赢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城区和乡间的22个公益书吧内，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或沉浸在自己的阅读
世界，或参与着书吧内的主题阅读互动……

上述是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发生在首届“书香建阳 全民阅读”文化周（4月20日至4月26日）期间的一些片
段。纷呈的活动背后，最受专家瞩目、最为建阳人津津乐道的，是一年多来渐渐在城乡“长”出来的那些公益书吧。

4月20日，南平市建阳区正
式成立全民阅读促进会，这是全
省首个区县级全民阅读促进
会。会上，区长王冲宣布，计划
三年内在建阳建成“城市10分钟
书吧圈”，从城市任何位置，步行
10分钟之内可到达公益书吧。

建阳的底气来自过去两
年的实践。2021年夏天，建

阳第一家民办公助公益书吧
来读书吧·呦呦书屋成立；同
年底，第一家公办民助公益书
吧建阳一中校友书吧建成；到
今年 4月 21日，建阳城区的
惠民书吧正式揭牌，建阳已
经有22家书吧分布在城乡。

建阳的底气也来自建阳
曾经的荣光：千年古邑建阳，

被誉为“图书之府、建本之
乡”，是宋代全国三大雕版印
刷中心之一，曾经书肆林立。

而被誉为“北孔南朱”的
“南朱”朱熹，虽然不是出生
在建阳，但他结婚生子以及
晚年都生活在建阳，其很多
著作都是在建阳完成的。作
为教育家的朱熹，一生亲手

创办的书院有四所，除武夷
精舍外，另外三所都在建阳。

除了“理学集大成者”朱
熹，“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

“程门立雪”尊师典范游酢等
文人雅士也出生或生活工作
于此……这些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为新时代“书香建阳”
建设提供了丰厚的阅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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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的雄心：三年内建成“城市10分钟书吧圈”

共建共享共成长，公益底色赢得各界肯定

三个坚持，是目标更是挑战

“惊讶、感动。”4 月 20
日，建阳方面安排来自北京、
福州、泉州等地的专家、学者
和公益人等一行考察建阳
的几个公益书吧，考察后的
分享活动中，福建省全民阅
读促进会首任会长孙芳仲
用了两个词来表达此次考
察的感受。孙会长的惊讶和
感动来自于建阳党政部门的
大手笔投入以及建阳民间对
公益书吧的热忱。

据建阳全民阅读促进会
会长陈新介绍，这22个公益书
吧包括公办民助和民办公助两

种情况。公办是由相关单位出
场地、财政出资金提供硬件，然
后交给志愿者经营；民办则是
从硬件到软件都由民间公益
人士自己负责，政府出政策扶
持，比如以奖代补等。建阳连
续两年将全民阅读纳入区委、
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累计
投入 2300万元，建成人行书
吧、北门书吧、惠民书吧、考亭
书吧等各类公办书吧10家，新
增阅读面积3500平方米。

这些公益书吧各有特色，
在为居民提供图书报刊全免费
阅读的同时，广泛开展各类阅

读分享、亲子互动、图书漂流、
书画展等各具特色的活动。

由退休幼教杨芝兰和其
5岁孙女呦呦利用自家房子
办起的呦呦农家书屋，经常开
办健康讲座和手工课程；

建在校门口的建阳一中
校友公益书吧，因为校友们的
鼎力支持，不断丰富阅读形式，
从不定期的兴趣班，渐渐形成
定期的共学班，推出了“相约书
吧”读书会、纪录片俱乐部、儿
童故事会等阅读小组。每逢
寒暑假、周末，书吧就变成学
生社会实践基地……

促进会在正式成立之前，
早已介入指导了一个又一个
公益书吧的创办和运营。陈
会长介绍，书吧选址原则上在
利于阅读的一楼、利于盘活的
闲置资产、利于改善环境的区
域，书籍来自市民和企业的捐
赠以及书友的交流；志愿者来
自书友，会定期给志愿者办读
书会和进行一些技能培训。

在这种“共建共享、自助
互助、公益成长”的理念下，
建阳的公益书吧一年多就开
设了 22家。去年，书吧还有
了统一的大名“潭阳书舍”。

小读者在书吧分享读书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