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会上，中国电信浙江公司与中国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进行了党建共建签约

和助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战略合作

签约，进行了园区大脑金融服务升级版发

布、推出“双百计划”（双方各出百名客户经

理共同服务浙江小微企业园区），并揭牌了

“5G+金融实验室”，联合助力小微企业高

质量发展。

此次合作充分发挥了中国电信浙江公

司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在技术、产

品、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实现数据互联及共

享，在“园区大脑”平台上为小微企业提供品

类众多的金融服务内容，助力小微企业在园

区享受在金融服务上的“最多跑一次”，实现

“园区大脑”系统平台的不断升级、企业服务

体系的不断完善。

会上，建设银行发布了专门服务入园小

微企业的小微企业“入园贷”金融产品尤为令

人关注。小微企业“入园贷”是建设银行浙江

省分行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全力支持

小微企业园建设发展所创新推出特色金融服

务产品。主要是面向小微企业园入园企业发

放的，用于购买园区内工业厂房、研发楼、员

工宿舍、仓储用房等固定资产的贷款业务，是

建设银行打造小微企业园区金融服务生态圈

的重要一环，其特点是：贷款期限长，最长期

限可达十年；按揭比例高，按揭最高可达八

成；还款压力轻，贷款采用分期还款方式，借

款人可按月、按季分期还款。

范晓丽 钱冰冰

浙江建行与浙江电信携手助力小微企业
为进一步支持全省小

微企业园区建设，助力全省

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8 月

15 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

省分行与中国电信浙江公

司在省电信大楼共同举办

党建共建暨助力小微企业

高质量发展签约发布会，联

合共建、携手助力全省小微

园区建设，提升小微企业的

金融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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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
浙工大实践队与四川凉山孩子十年之约

今年是浙江工业大学“梦想+”实践团响应国家东西部教

育支援号召，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毛坪镇长梯村希望小学

支教的第五年。

“当初的‘小凉山十年之约’，正好过了一半。这里孩子们

身上发生的变化，让我们感到过去五年的心灵陪伴，很值得，

很有价值。”活动发起者、浙江工业大学校办陈永春老师说。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改变命运的不是体力，而是因知识

加持而变得聪明的头脑。”无论是课堂内还是课堂外，每一年

的队员都会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走出大山去看一看，“小学、

初中、高中，参加高考再至大学，是很多人顺理成章的人生道

路，但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实际情况远比计划来得现实，山村

里任何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都可能让他们终止读书之路。”

2015 年，“梦想+”实践团首次走进长梯村希望小学学生

香相的家中，看着昏暗的木屋，第一个想到的词便是“家徒四

壁”。

“爸爸妈妈让我毕业以后就嫁人。”香相家有三个孩子，她

是最大的姐姐，承担着家庭日常劳动，他父母曾希望香相小学

毕业后就结婚，为这个家庭分担压力。

这几年，队员们一劝再劝：“一定要继续学业。走出大山

才有可能改变命运呢。”

如今，在实践队员们的劝说下，香相父母利用政府拆迁扶

贫的专项资金，搬离山顶，住到了离镇上不远的新房里，家里

的收入也因此大幅提升。同时，香相已成功考上高中，学习成

绩很不错，平常她还用实践团哥哥姐姐们教的电商运营知识，

帮家里卖土特产，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每年浙工大实

践团前去支教时，她都会回到希望小学，“让哥哥姐姐们亲眼

见证我和我们家的变化成长”。

带队老师、浙工大团委施仁江老师说：“说好的十年之约，

现在已经过了五年。希望的种子已经种下，但绝不止步于此，

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剩下的五年也一定会坚持。希望能看到

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梦想之树茁壮成长。

挑战
浙师大实践队员仅用50元过了15天

“您好！我们在做一个公益卖报活动，每份报纸只需要一

元，赚来的钱我们将为环卫工人买水，请问您可以支持一下

吗？”早上七点，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怀揣着四百份报

纸，走上了温州街头。

8 月 1 日，浙师大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实践队 38 人抵达

温州，开展为期 15 天的生存训练。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

们的“生存基金”总共只有50元。

早上买 3 个 0.8 元的馒头，是一天的三餐；S1 轻轨线支

出昂贵，选择徒步近30公里找工作⋯⋯这是很多队员的日常

生活，其中队员何永福以每天近 4 万步的步数占据了微信步

数榜首。

传菜、端盘子、擦桌子⋯⋯从 9 点到 21 点，队员郑晴浪创

造了全队最高日工时记录。她在酒店当服务员，“每天要说几

百次‘您好’，一刻也不能休息，一天下来，脸都僵了。”

队员雷海销找到了一份群众演员的工作。“每天需要提前

一个半小时赶路，早上八点半就要到达片场，总是很疲倦，中午

休息只能在地上坐着睡，就算这样我也能很快睡着。”但与队里

其他同学的相比，雷海销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乐观地说：“虽

然工资不高，一天只有70元，但至少片场有空调，还包饭。”

“感恩挫折，感恩所到之处和所遇之人，挫折和拒绝更能

让人强大。”队员黄梦瑶做起了话务员，她十个小时拨出去

400 多个电话，遭到了 240 多次的拒绝，120 多次的询问，90

多遍的“不好意思我们不需要”。

拥军
浙中医大实践队走访退役军人

八一建军节前夕，浙江中医药大学校习研会实践队来到

平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访了一批退役老军人。

“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邹勤良是其中一位。在今

年7月26日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作为76名全国退役军

人工作模范个人之一，邹勤良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并

亲切握手。这一幕正好被镜头记录下来，经新闻联播播出后，

他成了平湖的“红人”。

采访中，大学生们发现，作为平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邹勤良对事业勤勉而认真，他懂军人、爱军人，更

全心全意服务于退役军人，这份敬业和奉献无愧“全国退役军

人工作模范个人”的光荣称号。

大学生们还有幸见到一位 60 多岁的退役老军人。老军

人的一番话让人动容，“我是农民的儿子，是祖国这块朴实的

土地将我养大成人。入伍之后，我曾经也对艰苦军营生活不

太适应，是战友的支持和陪伴，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部队

就像是一个炼钢厂，磨砺人的品性，让我在方方面面都有了长

足进步。我们常说，平时都不能咬牙坚持，何谈战时的流血牺

牲、为民奉献？在部队这个集体里，每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好

男儿，能将困难踩在脚底，化汗水为动力。我希望现在的年轻

人也能不断增智、强体、磨品性，学会抵制诱惑，踏实学习知

识，未来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

本报记者 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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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5日，本报《有风景的

思政课》栏目发起了“红色暑期

社会实践”征集令。这一个多

月以来，投稿邮箱每天都能收

到全省各大高校师生发来的邮

件，大学生们用文字、图片、视频

的形式展现了各自精彩的暑期

实践活动。

截至昨天下午8点，栏目

已经收到200多个暑期实践团

队的投稿。我们发现大学生暑

期实践活动包括乡村生存挑

战、挫折教育；走访革命老区和

红色教育基地，访问退役军人；

以及各种形式的支教、为留守

儿童服务、助力乡村建设等。

今天，我们来看看大学生们做

得怎么样。

支教、生存挑战、走访老军人
大学生暑期实践各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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