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 2020.12.10
BEIJING� BUSINESS� TODAY T052020企业社会责任峰会·见众心

常态化战疫：上控风险 下稳需求

凝心聚力 邮储北京大兴区支行党总支
筑牢疫情防控一线“桥头堡”

2020年的春节作为故事时间
线的起点， 对邮储银行北京大兴
区支行的每一位同志来说， 都开
启了一段必将刻入生命年轮中的
激情岁月。

与时间竞速，在疫情暴发的第
一时间， 大兴区支行党总支仅一
天时间就组建了支行党员先锋
队、志愿服务队、舆论宣传队和后
勤保障队 4个专项工作组， 制定
“责任清单”各司其职，分工协作，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经营生
产。 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回到工作
岗位，深入一线。

在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怎
样安全、高效、平稳地做好疫情暴
发后第一次养老金发放工作成为
对大兴区支行的大考。为此，通过
联系金融办全力协调区内电视台
媒体资源、 区公安局内保大队、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内各街
道办事处开展现场指导和社区提
示，号召领取养老金期间错峰办理
业务，减少人员密集。在一系列迅
速有力的措施下，疫情期间，大兴
区支行顺利完成区域内5.7万人次
26亿元养老金的发放工作，得到了
社会的高度认可。

疫情发生后， 实体经济也受到
了严重冲击，为“抗疫情”“保民生”

“稳经济”， 大兴区支行第一时间将
监管部门支持防疫相关行业和重点
客户的政策传达到全体人员， 抓好
对口罩、消毒液、物流运输、药品和
医疗设备生产、 民生保障等行业客
户的支持，疫情期间调研、走访客户
47户，线上为160户客户提供金融服
务咨询与方案。

在一次电话回访时，客户经理
王志强、张磊得知某企业老客户由
于疫情影响无法复工复产，应收账
款无法及时收回，导致还款资金紧
张。为此，二人在第一时间向客户
详细介绍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专
项金融服务方案，采取以电子材料
收取和视频签约申请形式进行无
还本续贷业务的受理工作，第一时
间与分行沟通业务上报与审批流
程。连夜加班加点撰写调查报告进
行材料整理，以最短的时间和最高
效的工作效率，按照分行绿色通道
处理流程，48小时内解决了客户的
燃眉之急。像这样的故事，在大兴
区支行还有很多。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 大兴区支行将始
终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 坚持疫
情防控与经营发展两手抓、 两手
硬， 为北京分行高质量发展贡献
大兴力量。

冲在金融防疫一线的“排头兵”
邮储银行北京望京支行青年突击队在行动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肆虐华夏大地。100例、200例、1000例，
床位告急、口罩告急、武汉告急……
沉甸甸的数字，让邮储银行北京南湖
南路支行的宗逸星夜不能寐。 作为
望京支行的团支部书记， 他拿起电
脑号召119名望京支行的党团青年
挺身而出，共同组建了“战疫邮我”青
年突击队。

每个月的15日，是邮储人的大日
子。以往每到这个时候，宗逸星所在
的望京支行总会有大爷大妈们聚集
在门口，大排长龙，等待领取他们的
养老金。

为更好地服务这一特殊群体，宗
逸星一方面和“战疫邮我”青年突击
队深入网点支行， 在3个社区公众号
及21个微信群中发布养老金服务提
示信息共计77篇。另一方面，突击队
旗下也迅速成立了互联网保障小组，
积极引导客户优先采用电子渠道或
自助设备办理业务。

疫情期间，宗逸星所在的望京支
行，养老金客户分流率高于50%，以畅
通的金融服务，切实保障了邮储银行
客户们的生命安全。

2月24日，是宗逸星终身难忘的
日子。 某主要供应商来自国外的民
生物资保障类企业， 在2月24日当
天， 提出了时效性要求极高的汇款

需求：2月26日完成汇款。 为了保障
300多万美元汇款万无一失，需要24
日当天完成打款到国外肉类供应商
账户的测试， 但是那天恰好是宗逸
星与女友预约西城区民政局结婚登
记的日子。

2月24日早上9点，民政局刚开门，
他和女友第一组“火速”完成结婚手
续。而后独自驾车迅速前往企业拿取
资料并指导进行单据填写，高效完成
测试交易之后， 数百页的英文单据、
合同和发票接踵而至，宗逸星没有留
给家庭一丝时间，在客户紧、急、准的
要求下，他毅然选择了留在单位进行
核验工作，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确
保万无一失。

疫情期间，宗逸星所在的青年突
击队，对接数百家企业，发放抗疫贷
款2650万元，为33家企业开户，为3家
企业发放涉农公贷2亿元，为5家企业
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和基础建设项目
贷款13亿元。

北京分行的抗疫工作得到了监
管机构、 政府机构的高度好评，望
京支行获评望京社区“抗疫先锋
岗”，宗逸星也荣获“最美抗疫人”
荣誉称号。

宗逸星说，“荣誉不仅属于他和
青年突击队，也属于坚守在金融防疫
一线上的每一位邮储人”。

人工智能筛查

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百度、旷视科技等多家科
技公司纷纷采取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参与其中，发
挥了不小的作用。此前，工信部就曾下发通知，要求
尽快利用人工智能补齐疫情管控技术短板。 随着疫
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 人工智能正进一步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

春节期间， 旷视科技就调集了近百人的研发团
队，紧急开发了人工智能测温系统，协助有关部门做
好返程高峰的体温排查工作。 在生产生活逐渐回归
正轨后，机场、火车站等人群密集场所仍需要持续开
展高效、无接触的测温工作。

面对这一情况， 旷视科技推出了能提升开放场
所通行效率的“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
传感”AI测温系统，该系统通过前端红外相机鉴别人流
中的高温人员，再根据疑似发烧者的人体、人脸信息，
通过AI技术， 可以辅助工作人员快速鉴别出体温异常
者，实现非接触密集型人流AI辅助温感解决方案。

另外， 百度也宣布免费开源业内首个口罩人脸
检测及分类模型， 该模型可以有效检测在密集人流
区域中佩戴和未佩戴口罩的所有人脸， 同时判断被
检测人员是否佩戴口罩。

在线需求释放

早在疫情出现之前，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线
上平台就已经覆盖到了社会生活多个领域。 随着疫
情的到来以及疫情防控的常态化， 这些线上平台正
进一步发展成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平台, 激活更多
的商业场景，依托于这些线上平台的智慧零售、在线
医疗、在线教育等服务业态集中涌现。

首先， 这些线上平台有力地推动了制造业复工
复产的进程。数据显示，以We�智造微信小程序为例，
2.8�万多家企业通过该微信小程序解决了复工过程
中遭遇到的各类问题，覆盖的员工数量超 70�万人。

其次，作为支撑线下服务线上化的重要工具，微
信、支付宝提供的“扫码支付”功能也逐渐成为民众
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新方式， 打通了各行业线上化的
“最后一公里”。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2月中旬，超
2万家教育机构校区就借助微信支付实现了线上缴
费，超100万学生实现无接触报班。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翰表示，过去这一年，疫
情让本地生活服务加速线上化， 越来越多用户习惯
通过线上生活服务平台满足生活服务需求， 对于微
信来说，自身需要思考如何更贴近用户的需求，让用
户获得更好的本地化使用体验。

疫苗稳步研发

值得注意的是，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表现
积极的不仅有各类互联网公司和人工智能科技公
司，为了最终彻底战胜疫情，医药企业也纷纷开始
推进疫苗研发。

今年3月，科兴控股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建设在
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启动。据悉，科兴旗下的生
产车间年产能达3亿剂以上。4月，国药集团旗下北
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建成了全国首个高等级生物安
全生产设施，并取得新冠疫苗生产许可证，通过国
家相关部门组织的生物安全联合检查。

今年7月， 我国正式启动新冠疫苗的紧急使
用。即未上市的疫苗按照相关规定，经过有关部门
允许后，进行使用。在医务人员、防疫人员、边检人
员以及保障城市基本运行人员等特殊人群中，先
建立起免疫屏障。

对国内疫苗研发的进展， 前上海市疾控中心
资深疫苗专家陶黎纳持乐观态度。他表示，在疫苗
保护期上，COVID-19疫苗保护2-3年应该是可期
的，在上市时间上，国药集团的灭活疫苗12月底获
批上市是大概率事件。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濮振宇

随着全国相继实现复工复产，我国处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新的阶段，虽然疫情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逐渐
减少，但安全红线仍然紧绷。在政策引导和企业积极参与下，人工智能在风险排查方面继续发挥巨大作用。同
时，疫情加快了部分服务由线下向线上转型的过程，各类线上平台也一直在努力满足民众的各类生活需求。此
外，为最终彻底战胜疫情，医药企业的疫苗研发也在稳步推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