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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群体所处行业、职业、学历、年龄
存在差异较大，金融需求呈现“广、多、零、散、
碎”等特点，厦门国际银行结合不同新市民的
需求，量身定制专属产品，提供差异化金融服
务。

面对新市民群体中的各类专业人才，厦
门国际银行以“科技人才贷”“工程人才贷”

“留厦优才贷”等产品，提供专享优惠利率，
全方位支持优秀人才来厦发展，成为城市

“合伙人”。为帮助女性实现创业创新梦想，
厦门国际银行推出“巾帼贷”专属产品，进一
步激发女性人才创新活力。对于新市民客
群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货车司机，厦门国际
银行可提供“货车司机贷”，有效助力货运物
流保通保畅。老年人服务方面，厦门国际银
行持续推广“智慧助老”行动，组织开展专项

“敬老月”活动，在网点提供爱心专座、敬老
窗口等，以实际行动为新市民提供暖心的养
老保障金融服务，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更
加暖心。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弥补有创业融资需
求的新市民客户信用信息缺乏且缺少有效抵
押物的痛点，厦门国际银行积极结合厦门市
人社局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推出“兴安
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合理运用政府担保
贴息政策，降低新市民创业融资成本。

1995年，大学刚毕业的叶少静，
热心帮助一名流浪失智老人与家人
团聚；2006年，在新闻采访的路上，
她路过同安新民镇一户生病的农民
家，从村干部口中得知对方遭遇后，
当下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
2008年，通过媒体，她帮助同安造水
村一户家中女儿身患白血病的家庭
筹集近5万元善款，事后对方送来一
面写有“扶危济困真情在，一片丹心
照苍生”的锦旗。2009年，叶少静开
始了和海西晨报“爱心格子”的缘分，
一做便是 13 年。在可可西里藏娃

“爱心餐”“春风暖被行动”“如家如
厕”等媒体发起的各种助学助困活动
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每年端午节前夕，叶少静都会自
掏腰包，参与同安潘涂、田洋、西洪塘
等村庄的“爱心粽”活动，组织筹集善
款用于帮助敬老院的老人和福利院
的孩子。近30年来，她先后帮助过锄

山村、瑶头村、褒美村、云埔村、顶村
村的数十个贫困家庭和孩子，在爱心
帮扶中传递着无私奉献的精神。

叶少静说，“一个人的善行是有
限的，只有汇聚更多人的爱和力量，
才能帮助更多的人。”2021年8月，叶
少静牵头创建了同安区首支在册民
主党派志愿服务队——同安区致公
党侨心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这支
志愿者队伍，在爱心抗疫、爱心扶幼
助老、爱心早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截至目前已累计捐赠超过130万
元物资。

因积极投身扶贫济困事业，叶少
静入选“福建好人榜”、“中国好人
榜”、第九届厦门市道德模范推选，获
得2021年省道德模范“福建好人”等
诸多荣誉称号，但她说，“助人为乐，
能够切实解他人之难、救他人于困境
之中，这种快乐是多少荣誉都换不来
的。”

为新市民推服务包 帮新市民圆幸福梦
厦门国际银行推出“1+3+N”专属金融服务体系，助力新市民安居乐业

市人大代表、同安区档案馆副馆长叶少静：

一腔热诚扶贫济困 一心为民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蔡绵绵
叶少静时常随身带着一本红色笔

记本，这是她从事新闻宣传工作20年
养成的习惯。当上市人大代表后，她依
旧保持着这个习惯，以便随时随地倾
听、了解、记录民情民意。

叶少静还有一个坚持了28年的习
惯：随时、随地、随手帮助他人。“有困难
随时找静姐”，这是她时常挂在嘴边的
话。她爱心帮扶的足迹遍布同安区，帮
助过数十个家庭累计近千人，28年间
她个人捐资近30万元，参与各类公益
组织筹集善款物资超两百万元。

作为市人大代表，叶少静始终深耕
本职，积极建言献策，用实际行动讲好

“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履职故事。她说，
“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将一直奔跑，
始终与人民同心，为人民代言，这是我
的责任。”

叶少静是土生土长的同安人，作
为烈士后代的她，自豪地表示“骨子里
流淌着爱国主义基因。”她说，“人大代
表的身份，为我提供了又一个为人民
服务的阵地”。她心系群众，着眼于身
边事，充分收集民情民意、认真开展视
察调研，并积极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
议案建议。

重视闽南文化保护与传承，叶少
静提出《关于设置厦门市“闽南话日”
必要性的建议》《关于加快同安旧城历
史风貌区提升改造工作的建议》《关于
让苏颂文化节成为厦门文化“地标”的
建议》；关注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她提
出《关于向全市推广行人“请求式”过
街信号灯的建议》，成为市人大常委会
重点督办的建议；关注经济产业发展，
她提交了《关于扩建同安影视城配套
服务项目，打造中国第二个“横店”的
建议》；在《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

查中，她提出要“理顺管理机制、尽快
制定历史风貌建筑修缮应急救济机制
和落实档案异地备存工作”等3条建
议，被有关部门积极采纳。

2023年市“两会”召开在即，叶
少静又开始奔走于田间地头、村头巷
尾，今年她计划重点关注农村自建
房、乡村文旅、市政园林等领域的话
题，深入调研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

“脚下沾泥土，肩上扛责任，心中
有力量。”叶少静这么说，也一直这么
做。在新闻宣传一线深耕 20 年，
2014年起转行成为同安区档案馆副
馆长，她利用宣传工作经验让档案

“活”起来，重塑历史风貌。今年，作为
同安区文明创建常态化指挥部城市文
化组执行副组长，她奔跑在创文明典
范城市的路上，用脚步丈量城市文明
的高度。她说：“我是一块砖，哪里需
要哪里搬，无论在哪，我都将竭尽全
力，不辜负人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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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厦门国际银行 提供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

快，数以亿计的新市民离开家
乡来到城市工作、生活。如何
做好新市民金融服务，提升新
市民金融服务质效成为金融
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厦
门银保监局的指导下，厦门国
际银行面向新市民群体推出
了“1+3+N”专属金融服务体
系，以数字化为引领，重点围
绕新市民关切的生活、就业、
发展3个核心需求，打造“N”
项量身定制的产品与服务，提
升新市民金融服务可得性和
便利性，让新市民全方位融入
城市新生活。

今年3月，厦门国际银行通过全线上、无接触服务
方式为在福州打拼的湖南籍务工人员黄女士发放了一
笔13.52万元的“新市民贷”，圆了黄女士的购车梦。据
悉，面对新市民群体社会保障参与不足、本地信息缺失
等痛点，厦门国际银行推出“新市民贷”“兴安花”专属消
费信贷产品，通过大数据为新市民精准“画像”，让新市
民仅凭一部手机、一张本人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高效
审批放贷、随借随用。今年以来，仅厦门国际银行厦门
分行已累计向新市民群体发放消费类贷款16亿元。

同时，厦门国际银行不断丰富新市民暖心服务，推出
新市民专属“幸福无限卡”借记卡，配套年费、工本费、短信
通知费、账户管理费等多项费用减免政策，以及话费、电影
券、消费立减金等专属权益。截至目前，已有超一万户新
市民享受到厦门国际银行提供的“幸福无限卡”借记卡服
务。

依托数字化赋能，厦门国际银行积极打造智慧便民
服务场景，提升新市民服务体验。着眼于新市民衣食住
行，该行通过“花一厦”数字生活消费平台与厦门地铁等
本地商户进行数字化场景合作，为新市民提供“先享后
付”的便捷消费体验；在健康医疗服务方面，厦门国际银
行厦门分行积极参与“白鹭分－信用就医”项目建设，为
新市民群体提供本地信用就医新体验；聚焦新市民购房
需求，该行通过数字化按揭贷款服务建设，提供线上
7×24小时服务受理、在线估值和线上自动审批服务，
助力新市民更好在厦安居乐业。

对新市民而言，要更好地在
城市站稳脚跟，满足就业需求是关
键之一。厦门国际银行充分延伸
服务边界，对吸纳新市民就业较多
的建筑、运输、餐饮服务等领域加
大金融支持，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和
行业个性化大数据，加强特色数字
化金融产品研发，推出“梦想贷”

“知享贷”“运享贷”“建工易贷”等
金融产品，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支
持。其中，厦门国际银行已通过

“建工易贷”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为厦门本地建筑施工企业提供全
周期金融支持，今年以来累计投放
建工企业贷款10亿元，为近200家
建工企业超6000多名员工创造就
业机会。

疫情期间，厦门国际银行也持
续拉近与新市民小微商户之间的
距离。例如，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
行联合美团向餐饮、住宿类商户提
供线上融资支持，为餐饮小店经营
者、外卖经营者等城市最小经济单
元赋能，进一步助推城市夜间经
济释放活力，让厦门更具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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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少静（图左）在同安乡村采访茶农。（本组图/受访者 提供）

厦门国际银行通过生动讲解、实地体验为新市民青少年
群体带去实用的财商及金融风险防范启蒙。

厦门国际银行为新市民提供一系列贴心、周到的金融服务。

叶少静（左一）积极参加爱心献血活动。

叶少静依法履职建言献策，用实
际行动讲好“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履职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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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什么？”
“钱从哪里来？又去
了哪里？”在厦门国
际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举办的“小小银行
家”活动中，“小新市
民”在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参观银行厅堂
设备、体验模拟银行
卡开户流程、了解点
钞机使用方法，学习
辨别真假人民币及
基础点钞技能。

据了解，这是厦
门国际银行聚焦新
市民青少年群体组
织开展的“金融知识
第一课”系列活动之
一，通过生动讲解、
实地体验为新市民
青少年群体带去实
用的财商及金融风
险防范启蒙，助力提
升金融素养。

近年来，厦门国
际银行为帮助新市
民更好地了解和掌
握金融知识，提高理
性投资意识和风险
识别能力，依托各分
支机构线下网点及
线上渠道，广泛开展
金 融 知 识 普 及 活
动 。 仅 2022 年 10
月，该行已累计组织
开展 50 场金融宣传
活动，充分扩大金融
知识覆盖面，增强金
融消费者自我保护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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