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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责战疫，树立榜样，非常时期
有非常之为，是哪些企业挺身而出履
行社会责任？7 月 3 日，备受关注的

“2020 西三角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举
行，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
心主任钟宏武发布了《2020西三角企
业社会责任百强榜单》，乐山市商业
银行和五粮液、中国铜业等企业共同
上榜。

这是继2019年上榜首届西三角地
区企业社会责任百强后，乐山商行连续
第二年登上“百强榜”。封面新闻记者
发现，乐山商行荣获殊荣的背后，是该
行今年以来在疫情防控、支持复工复产
等方面表现卓越，更深层次的内生动力
则是该行的“党建+金融”新模式。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出土医学
文献与文物研究院院长柳长华看来

“李助即涪人翁君，也即涪翁。而涪翁，
正是校过医书的李柱国。正因为曾担
任成帝时的御医，在王莽时才需要避乱
于家乡。”

李柱国是何许人？李柱国是汉成
帝时的御医，史家认为是我国校勘医书
第一人，相传祖籍四川盐亭。到了王莽
之乱后，李柱国从此消失。

而在同一时期，绵阳出现了这个涪
翁。不仅如此，涪翁还培养出了一个叫
程高的学生，是古代有名的医生，而程
高有一个学生叫郭玉，更了不起。他是
东汉和帝时期著名的太医，擅长于脉
理，史称“多有疗效，帝奇之”。在《后汉

书·郭玉传》里也曾经提到过程高和涪
翁。

为什么在汉代四川能够有那么多
的名医？这些医生与已经出土的天回
医简有没有什么联系？7月13日，名人
大讲堂迎来中医药文化月，柳长华教授
将会从文化的角度带领大家走进中医
的世界。

“名人大讲堂”是由实施四川历史
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四川省图书馆承办的重
要文化活动，受到了粉丝的追捧。 新
一期的大讲堂定位为普及性、大众化、
浸入式的知识讲坛，力争成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普及传承活动品牌，探索构建
符合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
传承体系。活动会邀请国内文化名家
学者，深入浅出地阐释四川历史名人所
承载的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格、传统美
德和其闪烁的独特气质风范、家国情
怀，以及所传承传播的优秀传统文化在
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占有独特而重要
的地位。

封面新闻APP将会在7月13日晚
7点30分同步直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

“名人大讲堂”下周又要开讲啦！
柳长华教授和你聊聊，校勘医书第一人为何在四川隐姓埋名？

做好疫情防控
捐赠防护服和百万现金

以成都、重庆和西安三座城市为支
撑点的“西三角经济圈”，正逐渐成为中
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引擎。钟宏武表示，
今年的评选重点参考了企业在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振兴经济、助力脱贫攻坚
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而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正是今年乐山商行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的主战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乐山商行
成立了以行党委主要领导为组长，分
管领导、部门机构负责人共同组成的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时了解掌
握、研究分析、部署落实防控工作，行
领导坚守岗位、靠前指挥。网点均配
备体温检测仪、空气净化器、消毒液
等，持续加大对营业场所、柜台、ATM
自助机具的消毒频次，确保营业网点

和办公场所卫生。
最大限度保障客户、员工安全的同

时，乐山商行也积极为当地疫情防控作
贡献，定向捐赠了首笔100万元现金及
320套防护服，支持乐山市战斗在抗击
疫情一线的医务人员、环卫工人、公安
民警、社区工作人员等。

乐山商行还积极支持战疫一线企
业。1月27日，四川某医药企业因大量
购买药品，导致流动资金紧张，无法如
期转贷，该行当即启动应急方案，两天
即完成企业到期流贷展期业务。1 月
30 日，绵阳捷智科技接到武汉火神山
医院订单，急需周转资金购置新的原材
料，该行仅用了 6 个小时，便为其发放
50万元贷款。

截至6月末，乐山商行共支持乐山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共计7
户，合计授信余额0.86亿元，其中贷款
0.06 亿元，承兑汇票 0.59 亿元，保函

0.21亿元。

支持复工复产
百亿贷款撑起千家企业

进入复工复产阶段，乐山商行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更加凸显。2月中旬，该
行为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问
题，共同“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抗击疫
情”，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金融服务支
持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通知》。

《通知》提出确保实现金融服务持
续优化、确保信贷规模持续增长、确
保普惠小微融资成本持续下降“三个
确保”目标，坚持工作效率要快、利率
定价和费率要降、服务管理要细、帮
扶企业要实“四个要求”，在金融保
障、多重让利、绿色通道、三不承诺、
精准支持、线上服务 6 个方面，确定了
切实加强金融服务支持抗击疫情的
18条措施。

随后，乐山商行又创新推出“文旅
贷”“专项贷”“战疫贷”等金融产品，为
抗疫发展“两手抓、两促进”提供有力的
金融支持，开辟“优先受理”绿色通道、

“特别授权”特事特办机制、“限时办结”
服务承诺制度、“7×24”小时无缝对接
服务，真正做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
间审批、第一时间放款。

截至6月底，乐山商行累计争取人
行 10.63 亿元再贷款、1.123 亿元再贴
现资金，新发放支小再贷款 18.51 亿
元；“文旅贷”余额 0.3 亿元、“春茶贷”
余额 0.25 亿元，支持上百家文旅企业
和春茶企业；投放“战疫贷”10.24 亿
元、“乐企贷”5.2 亿元，支持 300 余户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据统计，乐山商行疫情以来已累计
投放116.57亿元贷款，支持了近千家企

业和个体经营者复工复产。

“党建+金融”引领
激扬发展内动力

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鼎力支持复
工复产的背后，乐山商行的内生动力是

“党建+金融”新模式，是始终把加强党
的建设作为统领一切的“根”和“魂”的
发展理念。

去年以来，该行党委创新探索“党
建+金融”的工作新模式，通过“三融三
创”，促进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即：坚
持党建重心与企业中心融合，创建助推
发展的“红色动力”；坚持作用发挥与能
力提升融合，创建示范引领的“红色先
锋”；坚持红色引领与人文关怀融合，创
建凝心聚力的“红色文化”。

一方面，通过示范建设“树标杆”。
分三个层级，从管理、营销和一线服务
三类团队，开展三个示范组织建设，并
统一制定软硬件标准化建设规范。即，
建设一批示范支部和示范基地，建设一
批党员先锋团队，建立一批党员示范窗
口和示范岗。

第二方面，通过组织共建“促发
展”。将基层党建与金融服务相结合，
通过党组织“牵线”、金融“搭台”、党员
和群众“唱戏”，助推地方经济发展。通
过“党建+金融”联建基地，打通了直接
与客户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直接对话
渠道，真正了解小微企业需求，送上“金
融及时雨”。

第三方面，通过服务创新“立品
牌”。拓展“党建+金融”的“五个一”工
程，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品牌形象。
即，建设一批“红色基地”，建设一支“红
色信贷队伍”，搭建一个共抓共建共享
平台，量身定制一组产品，提供一流服
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丁伟李昕锋

“党建+金融”引领
乐山商行再登“西三角企业社会责任百强榜”

“党建+金融”示范基地授牌。

先锋队、志愿服务队授旗。

成都中医药大学柳长华教授。

四川车险电子保单7月11日上线
车子要年审时，找不到纸质保单？

出了交通事故，需要理赔时又忘了纸质
保单放在哪里？四川车主很快将不必
再为此烦恼。四川省公安厅与四川银
保监局共同决定，从7月11日开始在四
川省内全面推行机动车辆保险电子保
单及交强险保险标志电子化。

7月9日，记者从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
获悉，为全面推行保险凭证电子化，实现

“无纸化证明”，在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四川省
保险行业协会牵头组织辖内43家财产保
险公司开展车险电子保单试点工作，车险
消费者可通过保险公司官网、短信链接、
电子邮箱及其它移动端直接获取车险电
子保单，也可以通过“四川保险在线”微信
公众号或“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官方网
站等方式进行车险电子保单查询、下载。

自7月11日起，在四川省投保交强
险、商业险（不含单程提车险）的机动车可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签订交强险、商业险合
同，形成交强险、商业险电子保单，并与交
强险电子标志配合使用。实施范围为除
摩托车、拖拉机以外的其他所有机动车
辆。对投保人来说，今后可直接通过在线
形式便利完成车险投保、保单查阅、网上
理赔等车险服务全流程。 据川报观察

东汉初年，有个隐姓埋名的医生很
爱在绵阳的涪江之上钓鱼。人们称呼
他为涪翁。在《直隶绵州志隐逸》卷中，
记载有“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
钓老，工医，亡姓氏。”有意思的是，《华
阳国志》在写郭玉时，提到了一个名叫

“李助”的方士，称其“字翁君，涪人也
……名齐郭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