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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工商银行宁夏分行认真贯彻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金融保障与经营发展，在助力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上，全面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美丽新宁夏增添工行力量。

坚持党建引领，统筹党
建与经营，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隆重举行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各项活
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党建主体责任，加强管
党治党制度建设。深化政治

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四
风”，中国工商银行宁夏分行
党委带头主动接受同级监
督，促进“两个责任”贯通联
动。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队伍结构布局不断优化。

始终把信贷作为服务实
体的着力点，制定完善投融资
规划，纵深推动规划落地执行，
不断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2021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818.04亿元，
较年初增加 11.33亿元，贷款余
额保持宁夏地区国有银行首
位。认真落实金融监管要求，

加快信贷结构调整，贷款结构
更趋均衡。做好对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普惠贷
款、制造业贷款、绿色贷款、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等专项贷
款均完成年度计划，服务实体
经济的精准性、直达性进一步
增强。

充分发挥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优势，
持续做好“我的宁夏”App建设运维，不断彰
显“为民、利民、惠民、安民”的人民金融市场
形象和责任担当。2021年末，“我的宁夏”
App累计注册个人用户 679万人，占宁夏区
内常住人口的 94%；“我的宁夏”App收单交
易额突破 22亿元。积极服务抗疫大局，“我
的宁夏”App为大规模核酸检测提供了有力
保障，单日访问量平均达4440余万次。做好
疫情期间金融保障工作，发放能源保供贷款
8.6亿元。深化外汇业务首选银行战略，结
售汇业务量位居宁夏地区国有银行第一。

2022年的号角已吹响，中国工商银行
宁夏分行将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主动
融入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九个重点产业和“十大工程项
目”，不断提升金融供给的适应性、普惠性
和竞争性，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成效体现宁夏分行的政治担当，加快推进
中国工商银行宁夏分行高质量发展，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有效提升市场口碑形象

到定点帮扶村同心县下马关镇新园村捐赠防疫物资。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服务实体质效

中国工商银行宁夏分行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
报告会。

第五届中阿博览会暨2021 银川国际智慧城市峰会中国工商银行宁夏分行展区。

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强全
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风险治
理效能不断提升。认真落实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质量“123”
攻坚战部署要求，增强信用风
险管控主动性，加强潜在风险
贷款管理，为部分企业的风险
贷款进行实质性化解，统筹做

好风险贷款有序劣变，推动资
产质量更加坚实。坚持以全
面从严治党引领全面从严治
行，统筹开展“价值创造年”和

“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主题
活动，坚持“四管齐下”，连续
20 个月未发生案件或重大风
险事件。

持续加强全面风险管理

牢 固 树 立“ 客 户 至 上 ”
的宗旨，把增客强基作为重
点 ，积 极 推 动 客 户 量 质 齐
升 。 树 立 抓 日 均 的 鲜 明 导
向，建立存款工作管理督导
机制，持续夯实日均存款基

础。 2021 年末，全行各项存
款日均余额 647 亿元，较上
年 增 长 30 亿 元 ，增 幅 5% 。
个人全量客户 343.45 万户，
对公客户总量 3.37 万户，代
发个人客户 43.86 万户。

到定点帮扶村同心县下马关镇新园村
调研慰问。

实地调研生物医药行业及宁东辖属企
业经营情况。

稳步夯实客户存款基础

中国工商银行宁夏分行：

聚焦自身发展聚焦自身发展 高效助力实体经济高效助力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振星孙振星

（图片由中国工商银行宁夏分行提供）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近日，记者获
悉，2021年宁夏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全
面开花，实现新突破。

自治区文联选送 10首优秀歌曲参加
庆祝建党百年“百年百首”全国优秀原创歌
曲征评活动，报送 8首歌曲作品参加“听见
中国听见你”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
程。开展“为人民起舞”宁夏优秀舞蹈作品
展播活动，举办“美丽新宁夏 翰墨颂党恩
——庆祝建党百年摄影作品展”和宁夏第
十届摄影艺术作品展巡展，创作庆祝建党

百年微评书《盐池红色故事》。举办了建党
百年美术主题创作，集中创作以宁夏红色
资源为主题的 10件大幅美术作品。

为助力全区疫情防控，广大文艺工作
者高效开展文艺抗疫主题创作，共创作作
品 6800余件。自治区文联与中国舞协联
合举办“共筑中国梦·温暖农村娃”新农村
少儿舞蹈美育工程少数民族舞蹈课堂支
教成果汇报展演，组织 50位评论家、作家
聚焦《山海情》影视热点同步撰写剧评。
彰显黄河文化传承，举办“大河颂歌——

天下黄河富宁夏”摄影作品展，用摄影作
品见证黄河生态，讲好黄河故事。

自治区文联申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编辑出版了《宁夏文学史》《宁夏艺术史》，
填补了宁夏文艺综合史的空白。反映宁
夏脱贫攻坚的纪实文学作品《六盘山上高
峰》被列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大主题创
作篇目，入选中宣部重点出版目录。编辑
出版“塞上文艺名家书系”第六辑《张武小
说选》《秦中吟诗文选》，共上报 14部。《朔
方》原刊作品 2021年度被《小说选刊》《散

文选刊》《诗选刊》等选刊选本转载收录 26
次，创宁夏近年来新高。在第二十五届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卢籽
伊被授予“小梅花”称号。宁夏原创舞蹈
作品《乐陶娃》荣获第十一届“小荷风采”
全国少儿舞蹈展演“小荷之星”称号。《踏
别的腔子热着呢》《公婆戏》入选“中国舞
蹈优秀作品集萃”，歌曲《仰望星空》入选

“百年百首”全国优秀原创歌曲，歌曲《我
们的幸福湾》被评为“百年征程·时代华
章”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

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从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获悉，
该市海州区发现一处唐代建筑基址，其平面呈长方形，占
地面积 1475.72平方米。

考古发掘出的遗迹显示，该建筑基址为一处坐北朝南
的两进院落，自南向北共保留有 21 个遗迹单位，包括踏
步、门道、庭院、水井、甬路、回廊、月台、散水、柱洞、厕所、
门房 1间、东西厢房 5间、北正房 5间。

考古人员介绍，此次发掘的建筑基址未发现带有明确
纪年的遗物，考古人员依据其形制、出土器物特征及层位
打破关系来初步推断年代，并结合连云港历年同时期文化
遗存的考古调查、发掘成果及历史文献的梳理，对建筑基
址的年代、性质做出判断。据此推测，该建筑基址的兴建
年代大致为盛唐、中唐时期，废弃年代大致为晚唐五代时
期，其性质用途可能为衙署或庙宇类建筑。

本次发现的唐代建筑基址或为寻找唐代“海龙王庙”
提供线索。唐朝时期，日本高僧圆仁曾三次经过海州，在
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有关于“海龙王庙”的记
载。基于史料记载，其书中提到的“海龙王庙”，与本次发
掘建筑基址的地望及存续时间基本相符。

2021年 9月至 12月，为配合连云港海州体育馆二期项
目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徐州市博物馆、连云港市
博物馆联合对该项目地块内古代文化遗存进行配合性
考古发掘工作。项目总发掘面积约 2100平方米，共发掘
清理魏晋南北朝至清代墓葬 44 座，唐宋时期建筑基址 2
处，井 3 口，灰坑 19 座，灰沟 2 处。出土各类文物及标本
共计 260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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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皤滩乡中心小学开展
“学非遗迎开学”主题活动，邀请当地非遗老师为学生们传
授“仙居针刺无骨花灯”制作技艺，让孩子们在学习和体验
中感受非遗魅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图为小学生们手持
花灯在校园玩耍。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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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白与杜甫开始

呈现鲜活历史故事

纪录片《中国》在 2020 年推
出第一季时，凭借世界级的视听
语言、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及整
体审美气象上的打造，收获热烈
反响。近日，纪录片《中国》第二
季宣布回归，将于 2 月 28 日登陆
湖南卫视和芒果TV。

据悉，《中国》第二季将在
叙事上承接第一季，从盛唐开
篇，从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开始
说起。他们“一个如从天上而
来，飞流直下；一个如在大地
上生长，厚重深沉”，影片以诗
证史，将大众熟知的安史之乱、
李白与杜甫，以新视角加以展现。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
在命运跌宕之中折射出一个
时代，也映射出中国传统知识
分子的精神归宿。

出世的“道”与入世的
“儒”，首次在这个历史拐点中
萌发出家国情怀与民本思
想。而这一历史切入点的选

择，也呈现出了创作团队对中
国历史的思考与感怀。

在纪录片中，这样独特的
叙事角度还有很多，在如梦境
一般的宋朝，在民族融合、文化
下沉的元朝，在季风中浸润的
明朝……创作团队用新颖的视
角讲述大众熟知的人与事。

在一众来自各大高校及中
国历史研究院的历史专家学者
的指导下，纪录片从故纸堆与遗
迹丛里推演出历史的细节，用大
写意与大脉络梳理出历史长河
涌动的方向，更以古今之间共通
的情感及共有的生活体验，呈现
鲜活的历史故事。乘着步辇出
行的皇帝、拉着二胡享受午后的
官员、目睹民众流离失所的诗

人、将毕生抱负投射在作品里的
戏曲作家等，一些关于历史的印
证与反思，在那些古今相通的生
活印记、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里
沛然生发。

早在第一季，纪录片《中
国》便以三套文本，构建了一
个独特的历史时空。叙事上，
打造第一重文学本，取舍有
度、阐述有方，用今人的认知体

系切入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人与
事；影像上，创作第二重拍摄
本，以生动、具体、可感知的视
听语言，将一段记载变成一段
声画；而到了第三重解说本，则
集前两次创作之精华，让声、
画、影交相辉映，让信息、叙述、
观点与情绪达成平衡。到了第
二季，这种创作模式已经磨合
得更好。 （据《新快报》）

宁夏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全面开花

江苏发现一处面积约1475平方米
唐代建筑基址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