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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语：时值年末岁尾，一年的工作生活即将结
束。回首 2019，这一年我们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总有一些人和事令我们难以忘怀。今天，让我们一起听
听农行人 2019 年最难忘的事，以感恩的心迎接崭新的
2020 年。

时光飞逝，转眼间 2019 年就要结
束，回顾一年，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那
次拍摄短视频活动。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表达农行人对祖国
的热爱之情，分行办公室组织拍摄《我和我的祖国》短
视频，我很荣幸全程参与了此次拍摄活动。

记得有一场敖包前拉马头琴的镜头，为了将画面拍
好，20 名员工一直盘腿蹲坐在草地上，双腿夹着马头琴反复排练，一遍又
一遍。当时气温高达 31℃，且没有任何遮蔽物，汗水一滴一滴从他们额头
上滑落，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虽然成片只有 15 秒，但我们足足拍了 4
个多小时。我为身在这样一个团结友爱的团队中感到自豪。

� （内蒙古锡林郭勒分行  邢丽娜）

2019 年即将过去，我想分享一个温
暖的故事给大家。2012 年我刚入行，作
为小柜员的我，接待了一 87 岁高龄的老人，业务非常简单，老人要购买家用天然气，但因为眼花耳聋沟通不畅。感到自己占用了太多时间，老人准备离开。我灵机一动找来记号笔和 A4 纸，把字体放大描粗拿给他看，后来终于顺利办完了。本来故事到这就该结束了，出乎意料的是今年年初，我接到了老人女儿的电话，老人已于年初去世了，只是我当初写给他的那几张 A4 纸一直和户口本放在一起，完整地保存着，上面有一句话很打动她：“老叔，我叫徐静，您下次来可以直接找我，这是我的电话……”老人家虽然离去了，但善的种子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宁夏银川兴庆支行  徐静）

转眼到了 2019 年年底，劳模创
新工作室满一岁了。作为工作室主
任，回首这一年，印象最深的要数攻

克“日切响应时间毛刺”这个课题了。
银行的日切，通俗解释就是每天 0 点，将系统记

账日期切换到下一日的几秒钟过程。在切换过程中，
交易平均响应时间会从10毫秒升高到300毫秒左右。虽然只是转瞬即逝的毫秒级毛刺现象，客户甚至很难察觉，但极端情况下也可能导致个别业务的超时失败。

以毫秒为尺度的优化，是场需要突破技术瓶颈的考验。同事们将压力化为动力，从理论推演到技术论证，从程序性能到数据库原理，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经过周密论证，严谨准备，有序实施，最终将日切期间交易平均响应时间从 300 毫秒降至 60 毫秒左右，优化幅度达 80%，成功践行了“让交易如丝般顺滑”的目标。� （数据中心 傅闪斌）

农业银行天津利津路支行位于繁华街道
内，周边有十几名环卫工人。2016 年，天津分
行成立了环卫工人爱心驿站，其中一个驿站就设在我们支行下辖的利津路支行。成立以来我们搞了很多活动，端午节一起包粽子、过元旦准备跨年午餐、元宵节一起吃元宵……

其中一个活动令我印象深刻。年初的一天，与往常一样，环卫工人来网点稍作休息。我们几个年轻员工早早就在大厅候着，看到他们进来，我们拿着礼物冲了过去：“李叔叔，暖不暖？”“王姐姐，这个颜色好不好看？”师傅们还在一脸茫然，一条条红色的围巾就已经围到了他们的脖子上，我们一边整理围巾一边叽叽喳喳问个不停。师傅们缓过神来，开心地笑了，一边摸一边点头说：“暖和暖和，真好真好。”我给师傅们递上印有农行 logo、崭新的保温杯，笑着说：“以后用咱自家人的专属杯子来灌水，就不会不好意思啦。”网点外寒风凛冽，几个环卫工人坐在一起，用专属保温杯喝着热水，欢声笑语瞬间温暖了整间屋子。� （天津东丽支行  郭霏）

5 月的一个清晨，海拔 4500 米的西藏那曲
终于不再下雪，一大早我们一行人赶往比如县
支行做尽职监督检查。

途经恰则乡时当地正在修路，刚下过雨的路面坑坑洼洼，我们的车子直接陷进泥坑里。几个文弱书生沮丧地站在路边，一筹莫展。一个正在放牛的牧民走过来，我们跟他说了一下情况，一听说我们是农行的，他就急急忙忙转身走了。正纳闷呢，只见远处一伙人风风火火地向我们走来。原来，刚刚那个牧民回村找了十几个人过来帮忙，大家一鼓作气，车子终于出了泥坑。村民们看到我们脱困了，依旧没有说太多话，就匆匆忙忙回去了，我们都没来得及问他们的名字，好好道个谢。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身为农行人，真好！”在西藏，老百姓把农行当成“自己家的银行”，把农行人当作自己人。作为高原农行人，我们深深地感到自豪。不为别的，就为了老百姓对我们的这份信任与支持，我们也要把对高原农牧民的服务做好。2020 年，继续加油！� （西藏那曲分行  郭文强）

随着银行�4.0 时代的到来，商业银行将
迎来全面深刻的数字化转型。农业银行如
何“再建一个数字农行”？

带着这个疑问，10 月 21 日，我有幸来到总行科技与产品管理局跟班学习，开始了为期 2 个月的“探秘”之旅。在这里，我了解到农行为实现数字化转型做出的重大举措：面对日益增长的访问数据量和网络变革，农行私有云的基础建设已卓有进展；为满足高效自动化运维要求，“凌云”平台已投入使用并探索推广；为迎合 5G 时代的万物互联和高效传输，ipv6 改造部署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一系列前沿主流技术已悄然融入农行的每一处角落。
在这里，我结识了专业的技术团队和很多技术“大牛”。他们时刻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任务、解决每一个困难、完成每一次挑战。正是这样一支队伍支撑起农行偌大的金融网络、保障着不计其数的业务系统稳定运行。作为一名普通的科技条线员工，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新疆分行  代文丽）

2019 年是我的而立之年。回顾一年，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以项目经理的角色参
与了农行开放银行平台重点项目的建设。

开放银行是农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平
台基础设施建设和场景服务输出任务艰巨，且中间又经历
了网安行动等重大安保工作，因此从方案设计到研发、测
试、上线的工期非常紧张。期间我和我的团队在各方支持

下克服了很多困难，并最终按时完成了项目投产。
在开放银行平台顺利投产后，我也终于完成了爱情长跑，与女友走向了

婚姻殿堂。感谢我的爱人在我疲惫时对我的体贴照顾，在我加班熬夜时对我
的支持理解。新的一年，我会在同事和家人的支持下，以一颗感恩的心经营
家庭、回馈单位，为农行数字化建设贡献力量。� （研发中心 夏扬）

2019 即将过去，盘点这一年，我与总
行结下了两段情谊。5 月底，我有幸被
总行抽调前往西安，作为主持人参与全行法律知识竞赛，在千年古都西安感受法治文化氛围。7月份，我前往农银报业新媒体中心交流学习，熟悉中心流程运作、编排制作、送审推送，参与轮值编辑，独立策划主题报道。

在这期间，我通过学习、行动和思考，提高了自身组织、协调、策划能力，力求尽善尽美地完成每项工作。除了收获知识和技能，我还收获了与农银报业的情谊，非常高兴地结识了新媒体中心及其他部门的一大帮同事。在2个月的学习生活中，这个热情、团结、务实、高效的集体，给予了我太多感动与关怀。
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有缘还会再相聚。真心希望农银报业的同事们再创佳绩，为农业银行的改革发展谱写华美乐章。�

（浙江温州城东支行  刘文义）

2019 年，一个小生命闯入了我的生
活，让我经历了疲惫、收获了感动、体会了
责任。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他便成了我的生活重心。

记得医生把他抱到我身边，他闭着眼睛安静地趴在我身上，小手搭在我胸口，那是我第一眼见他，瞬间我感到了作为母亲沉甸甸的责任。照顾孩子是件劳心劳力的事，如何平衡好工作和生活，我一直在摸索。每天下班回家，听到他奶声奶气地叫我“妈妈”，一切疲惫和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成了我努力工作的动力，每每想到他，我就有力量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拼搏，我希望能成为他的榜样，用实际行动告诉他奋斗的生活最精彩。如今，小家伙快一岁了，我特别想看到他迈开步子，学会走路。我想告诉他，在自己的路上，即使摔倒了也要爬起来继续前行。�
（江苏苏州常熟分行  沈珠雯）

责任

今年记者节，恰是立冬，我作为驻村帮扶
队队员来到甘肃分行帮扶点——陇南市西和
县洛峪镇崔马村，在第一书记带领下开展帮

扶工作。崔马村的三个社坐落在几座小山的半山腰上。虽然
村里没有成形的产业，但村民们很“大方”。每路过一户村民
家门口，他们总会热情地邀请你去家里喝“罐罐茶”，到炕上暖
和暖和，如果到饭点，还会给你端上热腾腾的饭菜。

入村第二天，我站在村委会远眺，一个 60 岁左右的大娘叫住了我：“天气这
么冷，这些柴你拿去烧吧！”我急忙摆手：“大娘，不用了，房子里有。”可是她执意
要我收下，我反复辞谢，她才“心有不甘”地缓缓离去。

虽然驻村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但村民的真挚纯朴，驻村干部的脚踏实地，给
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纯朴的村民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心里只有一件事，
赶快行动，帮村民早日摆脱贫困。� （甘肃分行  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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