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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地方经济血脉相
融。作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厦门
国际银行坚持以党建引领发展，以服务实体经
济为己任，全面深化战略转型，在改革中突围、
在 创 新 中 蜕 变 ，聚 力“ 强 基 础 、调 结 构 、促 转
型”，坚定不移走好“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高
质量发展道路。数据显示，2022 年末，该行总资
产跃升至 10,881.15 亿元，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6,153.35 亿元，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坚持党建引领
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
加强党的领导。厦门国际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两个
一以贯之”，把党的领导融入银行公司治理各个
环节，将党建引领作为银行改革转型与高质量
发展的“根”和“魂”，坚持党对银行的领导不动
摇，确保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得到
有效贯彻执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今年 4 月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在全党上下全面开
展。这是党中央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动
员全党同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所
作的重大部署。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厦门国际银行党委高
度重视，迅速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印发工作方案精心组织、统筹推进，按照“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这一总要求，引导
全行员工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在以学
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截至目前，该行已经开展三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读书班，邀请权威专家全面系统讲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观
点、科学体系和要义精髓，并以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的形式开展专题研讨；在全行各机构
分别举办青年员工座谈交流活动，总行及各机
构党委领导班子与青年员工深入沟通交流、畅
谈工作生活；举办“不忘初心，牢记嘱托”主题教
育专题展览，为银行党员干部提供党性教育和
新思想学习的有效载体；组建主题教育宣讲团，
深入全行各机构开展宣讲……该行以理论学习
为首要抓手，通过多样化的党组织活动，推动主
题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厦门国际银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在全行上下持续开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深入实施省委“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
干争效”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团结带领全行干部职工以奋发有为的
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致力打造“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
硬”“作风过硬”的标杆银行。

坚持华侨特色
厚植高质量发展优势

1985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厦门国际
银行在鹭岛应运而生，并被烙下了深刻的“华侨
基因”。经过多年发展，该行将“重塑华侨金融旗
帜”作为经营发展的使命和责任，深度融入国家
对外开放大局，重点为“走出去”及“引进来”侨
商侨企搭建跨境金融服务平台，积极服务华侨
华人及港澳同胞客户，为连接福建、广东侨乡与
港澳及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等方面发挥着独特
而重要的作用。

厦门国际银行锚定华侨金融特色发展方
向，制定“一二三四五”华侨金融总体发展策略、
华侨金融总体发展指引，发布银行业华侨金融
服务标准——《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标准—华侨金融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华侨

金融优选银行”。目前，该行已经累计为 400 多
家侨商侨企提供金融服务。

在发挥“侨牌”优势的基础上，厦门国际银
行发挥集团联动优势，主动践行闽澳“并船出
海”战略合作方案，依托闽籍企业跨境融资战略
合作平台，持续深化跨境发债机制，拓宽闽籍企
业跨境债券融资渠道，构建起“赴港+赴澳”及

“外币+自贸区人民币”的立体式跨境债券业务
发展新格局，2022 年末推动闽籍企业赴澳融资
余额达 180.29 亿澳门币。2022 年 9 月，该行携附
属机构澳门国际银行、集友银行与澳门中央证
券托管结算公司签署跨境融资“引资入闽”200
亿元战略合作协议，成为闽籍企业赴澳发债的
首选银行机构。值得一提的是，该行还成功创下
多个“首笔”记录：完成全国首单县域经济赴澳
门市场发债，发行了澳门中央证券托管系统启
动以来首单非金融企业债、全国企业最大发行
规模债券、全国首单国企赴澳备证增信美元债、
福建省首笔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债券等。敢闯敢
试，走好“特色路”。2022 年末，厦门国际银行国
际化业务占比已超三分之一，成为我国国际化
业务占比最高的中小银行之一。

坚持数智驱动
搭建高质量发展平台

4 月 20 日，在“2023 IT 市场年会·金融科技
高峰论坛”上，厦门国际银行基于人工智能的普

惠小微反欺诈风控平台凭借突出的自主创新
性，获颁“2022-2023 年度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
最佳创新应用奖”。该平台将人工智能技术有机
融入信贷风控业务全生命周期，搭建了数字化
反欺诈智能风控闭环体系，为普惠小微信贷业
务保驾护航。这是厦门国际银行注重关键核心
技术自主创新研发、坚持“智慧革新、数字引领”
金融科技发展理念的重要成果体现。

近年来，厦门国际银行持续加码金融科技
投入力度，推动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仅 2022
年科技投入达 8.8亿元，较上年增长 23.48%。

厦门国际银行践行“客户为尊”经营理念，
以“客户旅程重塑”为抓手，推动智慧风控、智慧
营销、智慧运营、智慧决策四大智慧应用体系融
合，赋能经营管理智慧升级。为顺应数字经济发
展新趋势，该行发力布局场景金融生态建设，打
造以服务企业为主体的“国行 e 家”、服务普惠
小微的“Hello 梦想+”两大数字金融服务品牌。
2022 年，该行公司数字化业务累计服务客户超
过 10000 家，数字化授信业务投放突破 480 亿
元，为各类企业节约保证金超 520 亿元，电子保
函开函金额突破 540 亿元；在普惠金融数字信
贷产品的上线加持下，该行零售数字信贷余额
突破 769 亿元。围绕“双碳”战略目标，厦门国际
银行打造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成为厦门首
家上线绿色金融系统的地方法人银行机构。

坚持深耕实体
注入高质量发展活水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血脉畅通，经济
高质量发展才强劲有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输血”实体经济，激活“一池春水”。厦门国
际银行坚持以党建促经营，坚持以高质量发展
统揽全局，加快回归本土本源，主动承担起地方
金融主力军助力经济稳增长的重要责任，引导
信贷资金向机构所在地域倾斜，从普惠小微、民
营企业、制造业、绿色金融、县域惠农等各方面
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今年初，央视网《金融普惠中国》系列专题
片第一集《山海情》聚焦厦门国际银行“山海特
色”普惠金融的差异化、本地化探索与实践经
验。以福建茶产业为例，该行向茶企推出多款专
项金融产品及服务，全力支持茶产业人才、技
术、资金下沉，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厦门

国际银行围绕“早布局、优机制、提效率、‘山海
经’、重创新、强风控”的“十八字”要诀，因地制
宜推出面向茶产业、水产产业、绿色产业等区域
特色普惠信贷产品；借力银政、银企合作扩大金
融服务成效，与福鼎市、泉州市、漳州诏安及云
霄、龙岩永定等八闽地市、区县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加大授信支持、提供综合性金融顾问服务；
与厦门市百余家商会、行业协会及企业结对，持
续深化以融助产、赋能实业。

加大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
持力度。厦门国际银行重点支持制造业、供应链
金融、绿色金融、产业金融等重点领域，就绿色
新能源产业、数字制造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开展深入调研和业务部署。2022年末，该行投向
制造业贷款余额 299.44 亿元，同比增加 48.92 亿
元；向 800 家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余额 108.71
亿元，同比增加 38.5亿元，有力支持国家重点扶
持产业高质量发展。

广引金融“活水”服务福建“四大经济”发
展。厦门国际银行参与打造福建数字经济发
展新高地，建立数字化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
平台，解决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紧跟“海
上 福 建 ”战 略 部 署 ，对“ 百 台 万 吨 ”深 远 海 养
殖平台建设项目给予项目贷支持，为省船舶
集 团 开 出 造 船 项 目 融 资 性 保 函 ；贯 彻 国 家

“双碳”战略，成功投放全省首笔林业碳汇收
益 权“ 双 质 押 登 记 ”贷 款 ；探 索“ 金 融+文 旅 ”
新 模 式 ，支 持 省 旅 发 集 团 旅 游 产 业 运 营 ，以
及上杭古田、长汀等革命老区苏区红色旅游
业 发 展 …… 仅 2022 年 ，该 行 数 字 经 济 、海 洋
经 济 、绿 色 经 济 、文 旅 经 济 授 信 余 额 同 比 增
幅分别达 73%、112%、243%、51%。

如今，厦门国际银行普惠金融服务就像一
束光，穿越城市和乡村，照耀着千家万户。2022
年投向福建省内（含集友银行福建辖区）贷款余
额 2403.26 亿元，同比增幅 23.61％，区域影响力
不断提升，成为越来越多八闽企业的主要合作

银行。

万里征程风正劲，千钧重任再扬帆。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厦门国际银行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沿着党
的二十大指引的方向，秉持初心，深耕本地，勇
担责任，重点围绕普惠金融、华侨金融、跨境金
融、数智金融四张“特色名片”，探索出一条国
际化、差异化、特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以实
干笃行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展
现新担当新作为。

华侨基因铸底色华侨基因铸底色 金金融为民建新功融为民建新功
——————————————————————————————————————————————————————————————厦门国际银行以高质量党厦门国际银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山海特色山海特色””普惠金融普惠金融

本报讯（记者 赖昊拓 通讯员 卢国华 刘姝妤） 近日，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称，福建省地方标准《政务服务“一件
事”集成套餐服务要求》（以下简称《标准》）获批发布，将于今
年 9月 19日起正式实施。

据介绍，《标准》以南平市“一件事”改革经验为基础，综合
我省“一件事”集成套餐改革的工作实践，对政务服务“一件
事”集成套餐服务的组织要求、事项要求、办事指南要求、平台
要求、服务要求、监督检查与评价改进等技术内容进行规范，
由南平市发改委（审改办）等单位牵头起草。

《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进一步提高“一件事”集成套餐
线上线下服务规范性，方便企业和群众了解事项办理的对应
部门及业务流程，并提供准确、清晰、易用的办事指引，推动全
省政务服务由“一网通办”向“一网好办”提升。

“一件事”集成套餐
省级地方标准发布

本报讯（张莎 游培新） 近日，南平市建阳区城管局和市
交警支队建阳大队联合执法人员来到建阳火车站，对站前周
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车辆违停等影响市容的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

今年，在南平市城管局指导下，建阳区城管局针对群众关
心关注的市容环境问题，大力推广快速、高效的行政处罚简易
程序案件办理。建阳区城管局城管大队大队长张旭东介绍，占
道经营、店面外溢、垃圾外扫等轻微案件占比高，如果实施行
政处罚一般程序，耗时较长，还要通过“证据保全”方式进行认
定，容易引发群众和城管部门之间的矛盾。他说：“现在我们对
违法事实清楚、当事人信息清楚、处罚金额小、有法定依据的
违法行为，采取当场处罚，即快速、高效的‘贴单’模式，同步进
行录音录像，实现全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采取行政简易处罚，可能出现缴款率低、执行难等新问
题，建阳区城管局以城市管理部门法规为依据，将申请非诉执
行的期限从原来的 6 个月缩短至 15 天。成立建阳区城市管理
行政争议调处中心，进一步深化、细化最后催缴处罚流程，目
前调处中心已妥善调解群众纠纷案件 77件。

笔者从南平市城管局获悉，下一步，城市管理“贴单”机制
将在全市各县（市、区）推广。

现场快速处理，不扣押财物

南平创新城市管理执法机制

28 日，泉州市泉港区前黄镇在为辖区党龄达 50 周年的老
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的同时，为近 60名老党员拍
摄纪念照。 施惠清 林弘梫 摄

本报讯（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陈沈豪 连凌 文/图）
26 日上午，莆田市海上搜救中心组织开展 2023 年海上风电
救援及防碰撞联合应急演练，10多家涉海单位参加演练。

莆田兴化湾海上风力资源丰富、风能蕴藏量大，发展海上
风电具有明显优势，已建成6个海上风电场，安装风机253台。
由于兴化湾水域过往运输船舶基数大，海上风电场新产业新
业态的兴起，也给海上船舶航行安全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

此次演练模拟危险品船“中海油 528”在航经秀屿区石
城海上风电场外围水域时，与过往风电运维船“辰锦 18”发
生碰撞，造成油船失控触碰海上风电场风机、风电运维人员
落水、油轮货油泄漏并造成甲板起火。接到报警后，莆田市
海上搜救中心立即指令“海巡 08531”“海巡 08521”前往事发
水域实施警戒并参与救援工作；协调“海电运维 208”轮前往
现场救助落水人员；协调拖轮“荔兴拖 1 号”“福州港拖 2 号”
到场参与救助；通知清污公司安排溢油处置船“辰龙 1”处置
海上溢油。

图为模拟对事故油轮实施灭火。

莆田应急演练
海上风电突发事件

激发代表履职活力

25日，记者走进位于武夷山市武夷街道
中心位置的民情茶话室，只见这处原是粮站
的建筑布置温馨，屋内茶香四溢，围坐桌旁
的群众谈兴正浓。

“之前自来水管改建影响到我家的门
廊，咱们民情茶话室的驻室代表了解到情况
后立即到现场调解，施工当天就完成了，一
点没耽误正常出行。”谈话间，高苏坂村村民
王海忠向大家分享了一件开心事。

“几天前还接到反映下梅村龙井山水管
规划不合理的问题，我们已召集村‘两委’研
究整改方案，接下来会跟踪解决。”武夷街道
人大工委主任徐文启和大家一起泡茶聊天，
当面反馈了新问题的解决进展。

“武夷山有摆茶的传统习俗，咱们街道更
是产茶制茶的集中区，去年8月这里作为全市
首个街道民情茶话室投入使用，我们挑选政治
觉悟高、履职能力强的16名代表为驻室代表，
为百姓提供免费茶水，全天开放。”徐文启介绍。

武夷山立足“茶”的特色，在全市 10个乡
镇（街道）和有条件的村先后建立 12 个民情

茶话室，采取市、乡镇（街道）各级人大代表
轮流坐班、圩日接访、带案走访、群众约访等
灵活多样的工作形式，与群众建立紧密互
动，打通代表履职“最后一公里”。

“通过践行‘四单’工作法，我们将群众
反映的问题一一落实，形成闭环管理。”徐文
启介绍，“四单”指的是群众“下单”、活动室

“收单”、代表“跟单”、群众“评单”。当场能答
复的问题，代表会在现场答复。不能当场答
复的问题，则做好收集登记，反映给相关部
门，并做好跟踪、督办工作，以“清单化”管
理、“销号式”落实的方式，让群众反映的大
事小事都有回音。

去年，多名村民到洋庄乡民情茶话室反
映芋子种植不顺利，有病虫害但是找不到有
效解决办法。乡人大主席吴丽丽随即联系了
高级农艺师、科技特派员陈明星进行现场授
课，为村民排忧解难。

“在复盘去年的问题后，今年在芋子种植
初期，我们茶话室的人大代表就主动联系农艺
师，并一同前往田间地头指导村民科学种植，
暖心举动获得了乡亲们的点赞。”吴丽丽说。

“去年以来，我们通过创设民情茶话室
特色平台，让人大代表走到茶桌前、走进百

姓中，先一步营造氛围、近一步倾听民声、快
一步答复反馈，拓宽了代表履职渠道，激发
了代表履职活力。”武夷山市人大常委会人
事代表委主任赖焕建说。

打造基层共治空间

武夷街道依托民情茶话室设立“乡贤驿
站”，充分发挥乡贤资源、资金、人脉等优势，助
力地方经济发展。五夫镇和洋庄乡依托民情
茶话室开展餐饮、民宿、茶馆等规范服务培训
班，提升乡村旅游质量。民情茶话室正成为基
层治理的“共治空间”、服务群众的“便民平台”
和乡村振兴的“好参谋”。

在五夫镇人大主席陈旭看来，茶话室不
仅是代表了解民情民愿的新渠道，也是金点
子的酝酿地，更是好声音的传播阵地，要让百
姓喝出“知心茶”“顺气茶”“智慧茶”。

“从田间琐事到旅游产业发展，村民们遇
到大事小事，都喜欢在民情茶话室说一说，碰
撞出不少智慧的火花，推动了众多好方案的形
成。”陈旭介绍，五夫镇民情茶话室自开设以来，
通过代表多方面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先后推动
形成五夫镇旅游路线导览升级、兴贤村“三化”

（即“绿化、花化、美化”）、紫阳楼配套“问渠”景
观工程、五公山枫林晚等项目，聚民心、汇民智，
推进了乡村建设有序发展。

当前，武夷山正进一步深化“民情茶话
室+”代表履职平台品牌创建工作。各民情茶
话室立足本地实际，创新开展活动，开设一
系列便民服务项目，为各行各业和群众提供
更务实的帮助。“通过多样化空间利用、活动
开展，丰富代表与群众联系渠道，促进代表
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走深走实，以更接地气
的方式支持代表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履职、
为人民服务。”赖焕建说。

学习室、读书室、座谈室、图书室、四点半
课堂、调解室、书法室……以武夷街道民情茶
话室为代表，通过打造“民意收集站”“乡贤驿
站”等一体多功能室，不断丰富“民情茶话室+”
内涵。代表传授制茶技术、“中秋聚乡贤，共谋
家乡发展”、“笔墨凝书香 新春送祝福”、“亲子
剪窗花 喜迎元宵节”等专题活动陆续开展，拉
近代表与群众的距离，打造民心民意汇聚点。

目前，武夷山民情茶话室已累计接待群
众 3700 余人次，收集意见建议 431 条，调解
矛盾纠纷 160 余起，解决问题 186 个，举办各
类业务培训班 30余次。

武夷山建立了12个民情茶话室，打造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常设平台——

茶话汇民意 代表连民心
□本报记者 姚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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