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银行家》杂志发布2024年度世界
银行 1000 强榜单，中国总共 143 家银行成功入
围。其中，成都农商银行表现亮眼，首次跻身全球
200强，较2023年大幅上升15位，而这也是成都农
商银行连续第四年上榜。

2021 年至 2023 年，成都农商银行资产规模
以每年超千亿元的速度递增，连续三年保持在
15%以上的增幅。按这一趋势，成都农商银行有
望在近年跻身“万亿元俱乐部”，成为我国第五家
万亿级农商银行。

作为全国标杆性农村商业银行，成都农商银
行将继续立足本土、聚焦主业，以昂扬姿态向“上
市银行、万亿银行、标杆银行”目标接续奋斗。

回归国有四年来，成都农商银行坚定以服务
人民需求为宗旨，持续围绕城镇规划、人口动向进
行网点优化布局，以更好适配区域发展和民众新
金融需求。

全方位、系统性建设农商文化，其指向，就是
要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对增强国有金融资本核心功
能的助力作用，将企业文化与改进工作作风、防止
形式主义相结合，引导全行干部员工做正确的事，
正确地做事，从提高执行效率、提高管理效率、提
高服务效率、提高响应效率4个方面不断改进工
作作风，实现企业文化与经营发展双向赋能。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事关全行长远发展的
战略性系统工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成都农
商银行将加强组织、健全机制，形成企业文化建
设合力。通过丰富载体、树立标杆，加强企业文
化宣贯，推进企业文化创新，将文化培育与品牌
提升相结合，实现从打造产品品牌上升到打造文
化品牌。

在城市滚滚向前发展的洪流中，成都农商行
正将自身发展融入城市战略规划之中，不断提升
企业文化建设能力，助推自身的稳健成长，为城市
的每一步跨越提供金融动力，最终实现与城市的
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以“更用心，更懂你”的价值引领为新起点，用
心懂你的成都农商银行，以暖心金融服务客户；笃
行日新的成都农商银行，以源源活水润泽经济；人
本稳健的成都农商银行，以安全信任回馈社会。

展望未来，成都农商银行将坚定向“乡”而行、
向“小”深耕、向“新”发力，以聚焦主责主业提升核
心竞争力为目标，不断开创企业文化建设新局面，
为成都建设金融强市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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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秀企业文化赋能价值创造
成都农商银行焕新全行企业文化体系

行史陈列馆里，回顾着一个本土银行
72年风雨兼程、与城市一起走过的足迹；
口述历史访谈书籍《蓉光》，记录着一代代
农商行人不变的追求与奋斗的历程；崭新
的企业文化手册，标定着新时代农商行人
的使命担当，也激励着新一代人向着既定
的目标不懈奋进……

以优秀企业文化为“魂”，抢抓历史机
遇，实现企业文化与经营双向赋能——7
月15日，成都农商银行企业文化发布暨工
作推进会举行，全行企业文化体系正式确
立。这是经营理念的一次全方位提升，这
是在加快培育打造万亿级上市银行的征程
上，成都农商银行的又一个关键节点。

企业文化，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
在成都农商银行看来，金融企业的文化重塑，其核

心内容是关于金融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要让
企业文化成为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载体、落实国
资国企使命的重要支撑。”

农商行自成立之初，就以支小支农为市场定位，是
助力乡村振兴的农村金融主力军。2020年，成都农商
银行回归市属国企属性，站上了与成都共生共荣的新
起点。

2021年11月，《成都农商银行企业文化建设实施
方案》印发，提出出台一个专项行动方案、建立一套企
业文化要素体系、拍摄一部企业文化主题宣传片、打造
一座行史陈列馆、编撰一部行史志为重点任务的“五个
一”工程。

只有激情发展、蓬勃向上的企业文化，才能助力企
业行稳致远。翻看成都农商银行“十四五”规划，“全面
展现企业文化新面貌”，被写在了显著位置。

紧接着，根据总行组织架构优化调整有关方案，成
都农商银行将品牌部更名为企业文化与品牌部，新增
企业文化建设职能，从机制上将企业文化建设更加强
化，并多次就此召开专题会议。

在赓续文脉中传承创新。全面建设农商文化，正
是成都农商银行践行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具体
行动。

经过广泛征求全行干部员工意见，提炼出的品牌
口号“更用心，更懂你”，核心价值观“人本、笃行、日新、
稳健”，企业文化基因“家园文化、奋进文化、创新文化、
稳慎文化”，凝聚了全行的智慧和力量。

一系列企业文化建设成果，彰显了一代代农商人
的“价值使命观”。其核心意义不言自明——优秀的企
业，就应该有练好内功、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担当与作
为；优秀的企业文化，就应该培育出力争上游、赶超一
流的骨气与志气。

以文化强党建、以文化聚人心、以文化促发展。多
措并举，形成合力，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持续突破，不断
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

同样在 7 月 15 日，成都农商银行行史馆正式开馆。
行史馆内，与会嘉宾们且走且看，在一个个展牌前驻足停
留，久久凝视，重温那些见证历史进程的珍贵时刻。

展馆里还陈列着刚刚发布的口述历史访谈书籍《蓉
光》。作为成都农商银行首部公开发行的著作，该书既是
一部群体回忆录，也是一部向城市致敬的作品。它讲述的
是农商人70余年来追求光荣与梦想的故事。该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成都农商银行始于成都，长于成都，追寻农商人
奋斗足迹的同时，也看到了成都金融发展的壮丽篇章。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都江堰联社全体员工搭建
起首家“帐篷银行”，成为当地第一家恢复服务的金融机
构；2015年7月，成都成为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成都农商银行深度参与农金改，首推“三个
一”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实现全市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
新的起点上，农商行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市情、县情、乡
情，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蕴藏的是成都农商人的发展智
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成都农商银行要全面建设符
合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发展方向、富有成都农商银行特色
的企业文化，为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战略转型、谋求长远
发展，打造服务乡村振兴的标杆银行、更懂本地产业的银
行、更懂本地生活的银行提供坚实文化支撑。

文化生生不息，与发展相互映衬。

位于总部大楼内的成都农商银行行史馆正式开馆

成都农商银行发布了41万字的《蓉光》成都农商银行口述历史书籍

成都农商银行邀请退休老同志代表参观行史馆

■文化赋能发展

■延续企业文脉

■凝聚发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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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蜀风雅韵 天府丹
青”第二届成都市青少年书画传习大
会决赛如期举行。来自全市的523名
选手同台比拼，切磋书画技艺，进行
最终的角逐。

据悉，决赛结果将在7月17日第
二届成都市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嘉
年华现场揭晓，并推荐优秀参赛者参
加“文化传承 强国有我”四川省第三
届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同时，优秀
获奖作品还将在成渝双城青少年书
画文化交流活动上进行展出。

挥毫泼墨 气韵生动
当天上午8点，第二届成都市青

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决赛正式打响，来
自成都各区（市）县的参赛选手，通过
书画素养、书画创作进行最终比拼。
他们中有的是笔法稚嫩却充满潜力
的初学者，有的是已在书画界崭露头
角的少年才俊。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中国画类
赛场上，小选手们挥毫泼墨，创作出一
幅幅意境深远、气韵生动的作品。他
们的笔下，既有传统的笔墨韵味，又有
现代的创新精神，展现了中国画艺术
的无限魅力；在书法类赛场中，孩子们

凝神静气，以楷书、行书、草书等不同
书体书写作品。

“我很开心能够进入决赛，能和
小朋友和哥哥姐姐们一起现场作画
比赛，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次锻
炼。”中国画参赛选手刘芯语表示，通
过参与比赛，让她更加深入地了解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陪同参赛的学生家长李女士坦
言，“这对孩子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

的体验！”她认为，比赛充分点燃了孩
子的创作热情，这是在平时课堂上难
以达到的效果。

现场打分 惊喜不断
“孩子们通过临场发挥，创作出

的作品丰富多彩，他们在绘画中将传
统与现代完美融合，体现出了孩子们
对历史文化的个性化理解，对未来的
想象和创新，表达出了新生代的文化

自信。”评审现场，各组评委专家聚精
会神，逐一针对选手现场书画作品和
书画知识试题作答情况进行打分。
许多选手精彩的艺术创作，让专家们
赞叹不已。

“现在少年儿童都在茁壮成长，
他们的创作能力和绘画水平都提升
得非常快！”中国画类评审小组组长
姚叶红参与了两届大会的评审工作，
他惊喜地发现本届参赛选手及其作
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实现了双提
升。“通过持续举办青少年书画传习
大会，能明显感觉到成都市的中国传
统文化教育普及和艺术氛围越来越
浓！”姚叶红说。

硬笔类书法评审小组组长、四川
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康俊在评审
现场表示：“看了众多现场创作的作
品后，我深感欣慰。许多作品不仅展
现了规范的书写技巧，更透露出青少
年对汉字美学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
解。希望通过持续举办青少年书画
传习大会，激发更多青少年对硬笔书
法的热爱，共同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力
主办方供图

传统的川西书院风格，体育馆、实
验楼、办公楼、教学楼、报告厅等在空
间上展现数字“5”造型，与五块石的

“五”不谋而合，包含“五育并举，五育
融合”的理念……12日上午，金牛区幸
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集中观察团来到
备受关注的成都市金牛区嘉祥学校。

金牛区嘉祥学校系金牛区教育
局引进嘉祥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
它同时也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纯公办
学校。这所即将在 9 月开学的新学
校，将对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填
补优质资源空白、完善区块功能、提
升区域公共设施品质发挥重要作用。

“水景正中‘饮水思源’雕塑，造型
取自水中的水滴水花，象征每个嘉祥学
子坚持不懈，勇敢地迎接每一次挑战，

最终像水花在水中一样绽放光彩。”在
校门口的“思源广场”，指着一组主体雕
塑，学校筹备组组长樊文锋介绍说。

跟随着市民观察员步入新校区，
记者看到，无论是教学楼还是体育场、
实验室，新学校的建设配备标准都十
分高。学校还配置了心理健康教育服
务中心，“我们按A级标准打造的心理
健康中心，配置了AI人工智能心理管
理系统和心理学专业硕士作为专职心
理老师。”筹备组工作人员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学校今年 9 月起

将招收一年级和七
年级学生。资料显
示，学校拟设 36 个
班 ，预 计 将 为 1800
名学生提供教育教
学场所。

“高标准组织师
资队伍、管理人员。”樊文锋介绍，学校
与嘉祥教育集团合作，采取统一教师培
训、课程体系、教研活动、教学进度、考
核评价的“五统一”模式进行办学，教学
水平与嘉祥10余所学校保持一致。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金牛区
深入开展“金精计教”行动，投用包括
金牛区嘉祥学校等5所新、改（扩）建
学校，新增学位4470个。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方耀 文/图

书画新秀齐聚 挥毫泼墨展技艺
第二届成都市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决赛举行

金牛区嘉祥学校

拟设36个班 9月开学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娅娜）近日，崇州市顺交村向锦泰保险
提交沟渠清淤和维修保险理赔申请，成都
市纪委监委驻锦泰保险纪检监察组同步
就相关理赔服务情况进行了检查走访。
通过专项监督推动，顺交村仅用5天时间
便完成了现场的150米沟渠清淤和100米
损毁沟渠的修复工作，这也意味着崇州首
单高标准农田的保险理赔正式完成。

驻锦泰保险纪检监察组将高标准农
田建设保险服务领域专项整治作为整治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反腐败领域问题的
重点内容，对高标准农田工程建设、灾情
防范和用工人员意外等保险承保理赔关
键环节进行专项监督检查，推动梳理廉洁
风险点40余个，修订完善制度12个，推动
创新开发高标准农田管护小程序，为高标
准农田建设风险防控再上一层安全网。

据悉，锦泰保险公司已累计在崇州、
泸州、资中以及贵州黔南州等地累计为
10 余万亩高标准农田提供财产风险保
障13亿元。

驻锦泰保险纪检监察组：

护航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夏
欣悦）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4月以来，大邑县发展
和改革局结合实际制定《中共大邑县发展
和改革局党组关于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
工作方案》，积极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明确目标要求，深化警示教育。通
过“第一议题”“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
员等制度，结合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组
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确保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多措并举，建设廉洁机关。通过观
看警示教育片、剖析违纪典型案例等，以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强化警示震慑效

果。同时持续深化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
专项整治，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
整治“回头看”，开展领导干部履职“体
检”等，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监督
检查。

严格落实，防治形式主义。局党组
和机关党委通过定期调度、实地走访、锻
造一流干部队伍“四项行动”等方式，对
各党支部进行全覆盖、全过程指导，确保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截至目前，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共开
展党纪学习教育研讨3次，组织全局干部职
工学习5次，6个党支部通过“三会一课”等
方式共开展12次党纪学习教育。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周
子琳）“防汛救援装备物资出入库是否落
实好了严格的程序和手续？是否存在私
自挪用、违规借用、装备破坏、保养不当和
其他违规违纪违法的问题？”新都区应急
管理局扎实开展防汛救援物资管理专项
监督检查，聚焦装备物资的保管、保养与
使用。通过两轮次的全面检查，及时整改
了一起救援队擅自外借发电机的问题。

防汛救援装备物资数量多、品类杂，
专业技术要求严，应急救援特性突出，督
促抓好装备和物资的保管、保养工作，以
备急时所需，是防汛监督工作的关键一
环。新都区应急管理局将监督“探头”架
到防汛装备物资最前线，扎实做好装备

物资的指挥调度、保管保养、应急演练、
物资储备等各项工作，确保防汛救灾各
项防御措施落到实处。

“防汛救援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必须把责任落实到环环相扣的防汛工
作各个环节当中，坚持未雨绸缪，做到闻

‘汛’而动，用铁的纪律确保防汛救援装备
物资状态良好，能及时投入抢险工作。”新
都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在防
汛救援装备保管、保养、使用过程中私自
挪用、保养失当、装备破坏、贻误工作等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坚决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为全区平安稳定
度汛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成都市新都区应急管理局：

闻“汛”而动严监督 拧紧防汛“安全阀”

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

强化纪律教育 推动从严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