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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雅安市分行:点绿成“金”让茶企不等“贷”
“现在品尝的是蒙顶甘露，口感好，

喝起来也非常醇香，回味悠长”，世鼎茶
厂总经理刘梦玥指着茶台上泡好的茶
水，介绍着不同绿茶的口感和特点，在获
得邮储银行雅安市分行发放的首笔“茶
叶行业”个人产业贷之后，刘梦玥对自己
的事业有了新的规划。

“贷”动茶叶行业“绿引擎”
95后刘梦玥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有

很多主意，充满活力且开朗，从国外到上
海、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安静的乡村，用她
自己的话说，“我不愿意做一个城市的上
班族。”回到家乡同父亲在雅安市名山区
黑竹园区创业的这些年，她认为随着国
家的发展、政策的帮扶，乡村的发展机遇
也更大、更多了。

如今，刘梦玥的世鼎茶厂效益非常
不错，仅去年就实现了1700万元的收
入，预计今年销售业绩将超过2300万
元，已经成为雅安市规上企业。刘梦玥
表示，能有今天的发展，还得感谢邮储银
行雅安市分行：“做生意最需要的就是资
金，邮储银行的金融服务好比清晨茶叶
上的露珠一样珍贵。”

从一个小作坊到3000平方米的厂
房，从几亩方田到超1000亩优质茶园基
地，目前世鼎茶厂已经形成规模，随着邮
储银行雅安市分行首笔“茶叶行业”个人
产业贷款的发放，今年刘梦玥有更大的
信心去做好茶。

对此刘梦玥说，对于邮储银行的个
人产业贷心怀感激。

流动资金是一个企业的“生命”，邮
储银行雅安市分行不仅提供低息贷款，
解决客户资金成本压力，而且服务特别
到位，有专职客户经理一对一提供服
务，还上门解决客户日常资金需求问题

以及金融服务需求，而且涉农大额贷款
产业链产品的推出，还为客户节约了担
保费，为当地特色行业发展提供了便捷
的融资渠道和有力的资金支持。

刘梦玥表示，邮储银行不仅贷款手
续简便效率高，而且放款速度非常快，亲
切的服务让合作没有距离感。

“小”茶叶成就乡村振兴“大”产业
有了资金的助力，“未来三年内，我

希望能够在茶叶健康监督和标准完善方
面取得显著的突破，以确保产品能够满
足最高的品质和卫生标准，为消费者提
供安全、健康的茶叶选择。这不仅有助
于企业的发展，还将助力茶叶行业整体
可持续发展。”刘梦玥满怀期待地说。

邮储银行雅安名山区支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助力茶企发展迈上新台阶，
今年支行累计服务茶企43家，投放贷款
4000余万元。”不仅助力当地特色产业
振兴，还带动茶农长足发展和群众增收。

邮储银行雅安市分行向茶叶种植、
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提供金融服务，切

实助力服务政策落地，为提升茶产业经
济注入金融力量。同时，还精准推送融
资优惠政策，不断提升茶企融资便捷性，
切实满足茶产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

产地决定茶叶品质，作为世界茶文
化发源地蒙顶山茶区的优质天然茶叶，
近年来，名山区依托自身自然、人文等优
势，持续发展主导茶产业，积极探索以

“茶”为核心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走
出了一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
振兴路径。

世鼎茶厂所在的名山区坚持以基地
绿色化、茶园数字化、主体新型化为主抓
手，建成了39.2万亩的绿色生态茶园，入
选“2022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
单，获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据悉，名山区全区农民人均茶园面
积达2亩，90%以上农户种茶、75%的人
口从事茶产业相关工作，茶产业年综合
产值达80亿元，蒙顶山茶区域公用品牌
价值达49.6亿元，连续7年被评为“中国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

产区决定品质和发展，这也是雅安茶叶
产业能够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刘梦玥坚信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对茶叶
产业有了深入的认知，她自己也有更深远
的考量和思考，她说：“茶需要将传统的
和未来的衔接起来，给予茶更多的可能。”

如何做好茶？刘梦玥说，“加强对茶
叶生产过程的监督，确保从茶园到消费
者杯中的每一步都符合最高的健康标
准。将建立更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以
确保茶叶的纯度和安全性。”她表示，茶
叶的品牌建设可以借鉴咖啡的一些方
式，需要抓住年轻人群的消费习惯。对
于刘梦玥而言，她目前不仅想做好公司
现有的绿茶、花茶、藏茶、白茶等茶品，还
将往花果茶产品发展。她认为花果茶在
未来具有更大的市场，这也是她作为女
性对行业的新商业嗅觉。“未来随着茶厂
产能的扩充，我们还将首选邮储银行的
贷款服务。”刘梦玥表示。

金融活则经济兴，有了金融对企业
的服务，企业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创
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重心，邮储银行
雅安市分行将不断创新服务产品，提升
服务质效，把贴心金融服务送到企业的

“心坎上”，以行动打造“有温度”的金融
服务。 （刘敏余多）

近150万人次观看
“苏东坡的人生哲学”直播

11月23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的
一处会场中座无虚席,中山大学哲学
系教授李宗桂，为到场的观众讲述苏
东坡的人生哲学。

值得一提的是，“东坡大家讲⑨｜
苏东坡的人生哲学”直播在封面新闻
客户端观看量达到了123.4万人次。
此外，在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视频
微博、手机百度等网络平台的观看量
达到24.7万人次。数据统计显示，该
直播的全网观看量共计148.1万人次。

今年3月，“东坡大家讲”正式启
航，首期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主任、博士生导师李贵开讲。随后，西
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罗宁，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
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莫砺锋，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莫林虎，复旦大学
中文系主任朱刚，中国国家博物馆研
究馆员朱万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师周鼎等先后登上了“东坡大家
讲”的讲台。截至目前，“东坡大家
讲”的九场讲座，全网总观看量已经
突破了 1500万人次，共计为1510.9
万人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11月23日下午，“东坡大家讲”第
九讲在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中山
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宗桂以《苏东坡的人
生哲学》为题，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讲
座。讲座结束后，4名传习志愿者继续
向李宗桂教授请教。

第一名志愿者赵航向李宗桂教授
提问，在他看来，苏轼最大的性格特征
是乐观超然，但这种性格并不是与生俱
来的。例如，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就
曾苦闷抑郁了一段时间。赵航感到好
奇的是，苏轼如何完成了这种性格上的
转变？这种转变对于普通人的淬炼和
成长，又有哪些启示？

李宗桂教授认为，之所以能够发
生这种转变，正是因为苏轼有着良好
的家风家教。“他的母亲程夫人、父亲
苏洵，都对他有很好的引导。但是最
根本的，还是在于他自己的努力。”
李宗桂教授说，苏轼能够从此前的传
统资源、既有的社会实践中获取精神
价值，汲取智慧，解决当下的困顿。“这
种自我调适不是被动的，反而能够自
主地将外部世界强加的、不好的境遇加
以改造，用以提升自己的精神价值和思
想素养。”

第二名志愿者、来自眉山职业技术
学院的学生曹茂林向李宗桂教授请教，
苏轼的性格形成，哪一位人士对他的影
响最大？李宗桂教授答道：“苏轼一生
接触了很多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正人
君子。”苏轼经常与他的兄弟苏辙互相

鼓励、互相支撑，在困顿的时候互相扶
持，李宗桂教授认为，这对于苏轼有一
定的影响。苏轼与佛印以及其他佛教
人士和道教人士的往来，以及他在社会
上结识的其他朋友，都是有着正面价值
观的人。“这些人都不是自我抱怨、相互
指责的人。”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刘青春，
就近年来年轻人越来越关注哲学的现
象，向李宗桂教授请教：如何看待这样
的现象？普通人想要接触哲学，是否有
推荐的入门之道？“哲学的热度，也是由
这些年的‘传统文化热’带起来的。”李
宗桂教授说，“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哲学，
因此，在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
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哲学。”非哲
学专业的人可以先接触概论性、通论性
的书，再进一步阅读专题研究的书，循

序渐进。
最后一名志愿者、眉山市基层文化

工作者邹慧剑说，苏轼发明了很多美
食，例如东坡肉、炭烤生蚝、羊蝎子。他
还将这些事情作为趣事，用诗句记录下
来。“有人认为，他在用这种称颂美食的
方式掩饰自己的落寞和无奈。我很好
奇，希望听到您的解读。”

“我认可苏轼是个美食家的说法。”
李宗桂教授说，“至于他写诗称颂，这
其实是古代文人的一个习惯。开心
的、不开心的事都要写点诗，这就是所
谓的‘诗言志，歌咏言’。在我看来，这
体现了苏轼对生活的热爱，对困顿窘迫
状态的超越。虽然‘我’不能立功报国，
但‘我’可以享受生活，这应该是苏轼穷
则独善其身的另一种表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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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远东 摄传习志愿者刘青春向李宗桂教授请教。

发明美食是苏轼独善其身的另一种表现
李宗桂教授对话传习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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