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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鎏金。从2010年 1月 22日成立至

今，潍坊银行青岛分行已走过十四年的光辉岁月。作为

潍坊银行跨区域设立的首家异地分行，十四年来，潍坊银

行青岛分行立足青岛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怀揣激情与

梦想，肩负使命与担当，坚持党建引领，明确市场定位，筑

牢发展基石，践行社会责任，先后成立了12家经营网点，

形成了青岛七区三市全覆盖的网络布局，逐渐开拓出一

条改革、创新、发展之路，成长为青岛区域一支重要的金

融力量。

十四年来，潍坊银行青岛分行在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

的正确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传承潍坊银行

良好的经营理念和优秀的企业文化，全力服务国家战略，

赋能城市发展。新产品、优化服务，坚守惠民初心。先后

上线“信速贷”“信好贷”“潍菁贷”“房好e贷”“税好e贷”

等特色贷款产品，“零钱宝”“现金宝”等自营理财，杭银、

兴银、青银等系列代销理财，“乐安居”等存款产品，持续

推出线下热门商圈信用卡活动，全方位满足广大客户综

合投融资需求；打造“新市民之家”一站式服务平台，满足

新市民全方位服务需求；持续优化助农服务点建设，打通

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成立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信用

贷服务中心、分中心及个人工作室，精准服务民营和小微

企业。坚守底线思维，全辖安全运营无事故。潍坊银行

青岛分行持续强化各类风险管控，不断提升内控合规管

理效能，坚决遏制和防范各类风险事故发生，连年实现全

辖安全运营无事故。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积

极组织开展爱心捐款、爱心献血、爱心助教、普及金融知

识等社会公益活动，发扬“金鸢先锋”志愿服务精神；开展

“送温暖”“夏送清凉”等员工关怀系列活动，持续打造家

园文化，丰富企业文化内涵；与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战略合

作，接收青大学子前来参加暑期实践；加入市南区“政务

服务+”联盟，设立市南区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点，助力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

十四年来，潍坊银行青岛分行在服务经济、改善民

生、安全经营、社会公益等方面构筑起日臻完善、运营高

效的经营管理体系，成为具有显著经营特色和良好品牌

形象的城商行。近年来，先后荣获“青岛市金融创新先进

单位”“中小企业服务先进单位”“青岛银行业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先进单位”“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优胜单位”“金融服

务绿色金融优胜单位”“青岛金融模范职工之家”“青岛金

融系统五四红旗团委”“全市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成绩突出

集体”等荣誉称号。

风好正是扬帆时，奋楫逐浪天地宽。展望未来路，潍

坊银行青岛分行将继续扎根青岛、坚守本源、凝心聚力，

笃行不怠、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文化胡同”：办了16年，内容
常看常新

“一个胡同几墙景，内容与日换新颖。”走进
莱西市水集街道永兴街社区“文化胡同”，两边
院墙上，一篇篇手写文章、一幅幅亮丽的彩绘相
映成趣，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墙绘的

“主编”便是退休教师、水集街道老党员昌德松。
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举办，世界的目光

聚焦北京，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自豪与喜悦之
中。然而，在和邻居们的交流过程中，昌德松发
现，大家虽然知道奥运会是件大事，但对奥运知
识却不甚了解。

“利用家门口的胡同墙面宣传奥运知识，这
不是很好嘛，这样咱也为奥运出一把力。”昌德
松下定决心，从普及奥运知识开始，将家门口的
胡同打造成一条兼具美观和科普性质的“文化
胡同”。

为此，他自掏腰包买来石灰和涂料，把门口
长 120米的小胡同粉刷一新，又将奥运知识、比
赛动态图文并茂地绘制在墙上。这条短短的胡
同也因此被邻居称为“奥运胡同”，引来不少人
参观。看到大家对这些知识感兴趣，昌德松还
主动当起了讲解员。

从那以后，昌德松隔三岔五就重新粉刷墙
面，不断更新内容，胡同从“一条”变成“连片”，
宣讲“课程”也变得多了起来。

为了让“文化胡同”的内容与时俱进，昌德
松自费订购了不少报纸刊物，随时更新自己的
知识。胡同里被贴上了小广告，他就给小广告
上的联系方式挨个打电话、发短信，摆事实、讲
道理。没过多久，他收到了不少“道歉短信”，不
仅“文化胡同”里的“牛皮癣”陆续消失了，整个
社区墙面上的小广告也不见了踪影。

在昌德松的专心经营下，寻常的胡同小巷
“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学习基地。全国各
地的党员干部、社区居民、企业职工、在校学生慕
名而来，仅2023年，昌德松就向前来学习的单位
和个人宣讲了50余场次，受众3000余人次。

近年来，在地方党委、政府帮助下，“文化胡
同”不断改造升级，除了保留以前的平面绘画外，
还融合了照片墙、3D立体画、立体浮雕、宣传刊板
等形式，并接续打造了“红色文化胡同”“传统教育
文化胡同”“社区文化胡同”“发展教育文化胡同”

“妇幼关爱文化胡同”“时光印象文化胡同”等12条
主题“文化胡同”，内容涉及红色文化、传统文化、
法德教育、关爱成长等方面。小小胡同逐渐发展
为周边居民的“大课堂”，成为影响带动社区及周
边群众践行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

书香社区：处处有文化，人人爱阅读

2010 年开始，昌德松又有了新的想法：“怎
样用好家里的藏书，让大家都爱上读书，打造一
个‘从里到外’的文化社区？”为此，他将院子里
用来出租的平房腾出来，利用家中现有的藏书
办了一间免费开放的社区书屋。

但这样一来，房子每月 100 元的租金没有
了，还倒添了不少花销。面对老伴张英的埋
怨，昌德松耐心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老伴听：

“我觉得，出一个好学生，比一个月多挣 100 块
钱好。”张英嘴上唠叨，可书屋里的装修、维护，
她一件也没有落下，老两口把书屋打理得干净
整洁。

慢慢地，越来越多周边的学生习惯了放学
后到“昌爷爷”家看书，小小的书屋也渐渐热闹
起来。对于孩子们，昌德松几乎有求必应——

遇到书中看不懂的内容，“昌爷爷”耐心解
答；想学书法、绘画，只要一句话，“昌爷爷”就乐
呵呵地拿出笔墨，一笔一画地教；书屋里没有想
看的书，列上书单，过几天，“昌爷爷”就能把书
买回来……现在，这间社区书屋共有藏书 5000
余册，除了周边居民和单位自发捐赠的，大部分
都由昌德松夫妇用退休金自费购买。

“点着了炉中火放出红光，青烟起火光闪闪
不同往常……”沿着“文化胡同”向深处走，“德
松文化庭院”里，社区居民在二胡、扬琴、坠琴、
鼓板等多种乐器的伴奏下，唱起了传统吕剧《红
嫂》……

这间由昌德松名字命名的文化庭院集阅览
室、讲堂、娱乐室、展览创作坊、心理咨询室于一
体，大家在这里学传统文化、演本地戏剧，开展
形式多样的宣传宣讲活动，小小的院落里，每天
都有居民来来往往。

虽然已经年过九旬，但昌德松仍然时常来
到庭院里，围绕近期发生的国家大事，结合居民
们的身边小事“开讲”。现在，在文化庭院里定
期举办活动已成为社区日常。2023 年以来，文
化庭院共组织各类活动10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
3000人次。

看到“文化庭院”的品牌叫响了，昌德松又
利用周边人流量大的优势，在庭院旁办起了“社
区路边阅读服务站”，每天早上，风雨无阻地将
自己订阅的各类报纸和十几本书刊摆上书报架
供人们阅览。

胡同里有文化墙，院子里有爱心书屋、文化
庭院，在昌德松的带领下，现在的永兴街社区，
人人都爱阅读，处处弥漫书香，行走其中，浓厚
的文化氛围始终相伴。

榜样力量：文明实践蔚然成风

作为一名退休教师，昌德松始终关心关怀
下一代的成长，虽然早已退休，但昌德松一天也
闲不下来，孩子们的寒暑假期也成了他最忙的
时间。

莱西市水系丰富，每逢暑假，总有学生到水
集街道辖区内的洙河和月湖水域周围游玩。“全
国各地每年夏天都有游野泳溺水的孩子，放了
暑假，孩子们在家里没人管，总愿意去外边玩
水，真是放心不下。”昌德松说。

从2014年开始，每年暑假一开始，昌德松就
忙开了：先是组织“五老”一同撰写《致家长的一
封信》，然后再把孩子们召集起来，一遍一遍地
举例子、列数据，开展防溺水宣讲。最后，实在
放心不下的他索性组织身边的“五老”志愿者成
立防溺水安全巡逻队，两人一组到辖区水域周
边巡逻防护。十年来，昌德松所在的社区学生
中无一人溺水。

新冠疫情期间，昌德松粉刷了抗击疫情主
题墙绘，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用笔墨提振居民
信心的同时，昌德松还坚持每天为周边六个检
疫点送热水、姜汤和防寒药物。每天一早起来
烧开12壶水，再顶风冒雪，踏着脚下湿滑的路把
水送到各检疫点，昌德松一干就是五十多天。

在昌德松的带动下，他的家庭成员纷纷投身
公益服务中：老伴张英热心志愿服务，加入社区志
愿者联盟；身为中学教师的女儿与家庭困难学生
帮扶结对，免费辅导功课；正在上大学的外孙女将
自己的专业书籍拿出来捐赠给社区书屋……

更让昌德松欣慰的是，不少街坊邻居也自
愿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成立起“德松”
文化志愿服务队。大家发挥各自特长，参与到书
画创作、矛盾纠纷调解、文艺表演中，还有人成为
和昌德松一样的宣讲员，在胡同里的大事小情
中，总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同时，越来越多的
人自觉加入了“文化胡同”的打造之中，人人争当
志愿者、传递正能量的文明实践蔚然成风。

昌德松的胡同很短，短到只能容纳下几十
户人家，这里的街坊邻居提起他的名字，就像提
起自己的亲人一样亲切；这条胡同也很长，密密
麻麻的字迹和彩绘刻画着一名老党员16年的坚
持与坚守，无言地述说着他对党和国家事业的
忠诚与热爱。

“只要我还能干一天，就要一天一天地干下
去。”昌德松说。这条“文化胡同”因他而起，多
年来，它就像一粒种子，经历风雨寒暑、岁月变
迁，润物无声地成长成为全员参与文明实践的
参天大树，在时光的流转中传承、延续。

“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昌德松：

十六载坚守，“小胡同”变成“大课堂”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蔺君妍

“胡同长”忙宣讲，社区变身“大
课堂”。

进入农历腊月，在莱西市水集街
道永兴街社区的“德松文化庭院”里，
面对几张桌椅、一群孩子，92岁的老
党员、退休教师昌德松以“春节的起
源”为主题打开了“话匣子”。从春节
的由来到春节的传统习俗、故事，老
人娓娓道来，孩子们围坐一团，听得
认真。

“课程”结束，走出小院，一幅紧
贴时事、样式精美的墙绘映入眼帘，
这里是社区的 12 条“文化胡同”之
一。“文化胡同”的每一幅墙绘都是昌
德松的“宝贝”，从文字内容到图画样
式，再到版面设计，全由他亲力亲为，
内容随时而变、常看常新。

昌德松拿出准备好的笔墨，一边
走一边将模糊的字迹、褪色的图画补
全，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等过
了小年，还要更新一些传统文化习
俗。”昌德松表示。在他的案头，几本
民俗类书籍做满了笔记。

这组由昌德松设计的“文化胡
同”，从2008年亮相，到如今已有 16
年，早已成了社区一处独特的“文化
符号”，吸引着全市乃至全国的单位、
学校和个人前来参观学习。在昌德
松的影响下，一个个“文明故事”也从
这里诞生、发扬，辐射带动了周边25
个社区、近千个村庄的文化墙“全面
开花”。谈起昌德松，邻居们都竖起
大拇指，正如一位邻居所说：“一条‘小
胡同’，带出了全社区的文明实践。”

多年来，昌德松先后获“山东省
最美老干部志愿者”“青岛市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近日，中宣部
对2023年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作
出表彰，山东共两人上榜先进个人，
昌德松是青岛唯一获此殊荣的。

■昌德松向前来学习的学生团体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