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阳（本报记者）：听说华夏银行的总行也要搬到副
中心了？

包佳寅（通州榜样）：华夏银行作为市管金融企业，
历来高度重视、全面贯彻中央和北京市决策部署。每年
初，总行都会制定《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重点工作
事项》，为金融服务副中心提供专业支撑和资源保障。
2023年，总行与通州区签署了总对总战略合作协议，进
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同年，总行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绿
色发展论坛的长期合作伙伴。下一步，华夏银行总行作
为首批总部搬迁至副中心的金融企业，将更加靠前服
务，更有利于我行支持副中心建设与发展。

副中心分行作为华夏银行服务副中心的桥头堡，
这几年加大了在副中心的网点布局，有力承接了金融
服务副中心重大项目落地，充分发挥了先锋队作用。
随着总行和副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近，相信我们的工作
会开展得更加顺利，我可以通过对副中心的了解，更好
发挥串联作用，让更多机会在大运河畔“开花结果”，忙
而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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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记者与通州榜样的对谈

池阳（本报记者）：听说您已经搬通州来了？要
下定决心到副中心“扎根”？

包佳寅（通州榜样）：我是在上海读的大学，看到
了浦东大开发的成果。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国
家的千年大计，副中心发展规划的宏伟蓝图中蕴含
着无限的潜力和机会。2019年，听说华夏银行在通
州筹备新设分行，我便萌生了加入其中的想法。后
来，我顺利进入了当时还在筹备阶段的通州分行，也
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2020 年分行开
业，我成了这里的首批工作者。说来也巧，我是苏州
人，苏州和通州因大运河相连，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我来到北京加入副中心建设，就和顺着大运河北上
的前人一样。

我工作的时候容易“上头”，一下扎进去就不管
不顾了，所以经常会有连续高强度工作的情况。之
前我家住在朝阳区，有一次在多日的高强度工作后，
凌晨下班回家，精神恍惚了一下，开车转弯时蹭到了
停车场的柱子，我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后来，我就
把家搬到了副中心，住在了分行的隔壁，以行为家，
把通勤上的“无效时间”节省下来变成了工作上的

“增值服务”。
现在，随着副中心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我参与

过的项目正一点点从蓝图变成现实，我越发对当时
到通州来工作的决定感到荣幸。

或许大家会认为银行的工作都是坐在办公室里
进行，其实不然，为了考察项目，这些年我的脚步遍
布了通州各处，哪里有需要，我和团队就会去到哪
里。我办公桌的正对面挂着一张通州区的地图，所
有服务项目的地点都在地图上用“红旗”标记了出
来。这几年地图上的“红旗”越来越多，每次我抬头
能都从中真切感受到自己参与到了副中心的建设
中，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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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佳寅，现任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公司业务部
总经理。自 2020年 5月分行开业起，包佳寅便全身心投入城
市副中心建设。他专业能力过硬，带领团队每日高强度工作，
为副中心重大项目融资出谋划策。他为区属国企项目周末不
休完成 100亿元授信审批，带领团队“住进”企业 30天完成 50
亿元债权融资，他创设“民宿贷”为乡村民宿发展提供金融保
障，他全心服务区属国企债券发行，为城市副中心建设贡献了
力量。

被访问者 包佳寅 访问记者 池 阳

池阳（本报记者）：总是面对几十亿上百亿
投资的审批，压力大吗？

包佳寅（通州榜样）：分行刚刚开业 1 个月，
我们就迎来了第一项重任。当时，一家区属国
企需要集体建设用地方面的金融保障，涉及金
额上百亿元，数额大、时间紧。其中最重要的是
材料组织，必须严谨、精确、全面。通常来说要
形成这样一份合格的材料，需要一定时间。但
城市建设环环相扣，如果一个环节的时间拉长，
后续环节也会受到影响。我和同事立即着手，
通宵工作，用 3 天完成了材料组织，在总分行的
支持下，一周完成了百亿元的授信审批。

这还不是最考验我们的任务。我们为一家
区属国企进行债权融资，需要一份百页近 10 万
字的募集说明书，没有任何参考，募集说明书
的撰写可谓“从零开始”。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我带队入驻到企业的一间会议室里，从头开始
查看、组织相关材料，其间还要同时处理其他
工作。

那段时间除了吃饭和睡觉，我们完全“泡”
在了材料里，没有休息和周末，就这样足足干了
30 天。要说中间不烦躁是不可能的，但困难不
会因为逃避而消失。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为企
业完成了 50 亿元债权融资计划的备案与提款，
实现了通州区区属国企自 2014 年以来的首次
资本市场亮相。

这样几次下来，与其说我们在副中心找到
了合作伙伴，不如说是结识了一群“战友”，用
实际行动展现了我们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态度，
争取到了企业的信任。

池阳（本报记者）：您在副中心的“得意之
作”是哪一个？有多得意？

包佳寅（通州榜样）：那就要说我在副中心
最熟悉的村子——唐大庄村了。2021 年，我们
为了服务乡镇组织了一场与副中心 26 个村第一
书记的交流会。当时正值环球影城刚刚开业，唐
大庄村的第一书记说他们想在村里发展民宿产
业，询问我银行对这方面有没有支持产品。

为了进一步了解唐大庄村的情况，我和同
事们到村里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村民以及有意
向投资开设民宿的经营者进行了接触，发现大
家都对开民宿有兴趣，但顾虑不少，看的多，行
动少。

那段时间我们反复前往唐大庄村，和有意
向的居民挨家挨户进行交流，我们走遍全村，积
极接触有经验的企业和投资者，想要从中找到
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当中要做的工作多，如
果做得不够好，不仅会让村民蒙受损失，也会让
村庄错过宝贵的发展机会。

经过研判，我们找到了有相关经验的北京
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将其引入通州，利用
他们的经验结合居民需求创设了“民宿贷”产
品，发放了副中心区域首笔民宿专项贷款。

在唐大庄村有一个沙盘，上面规划着村里
的每一栋民宿。有了“民宿贷”，我们用半年的
时间成功在沙盘上留下了第一个属于我们的标
记。现在，那张民宿沙盘上的标记已经密密麻
麻了。我认为，我们起了一个好头。

能通过金融服务为居民解决问题，帮助大
家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是比经营上的
数字更宝贵的东西。单就金额来说，唐大庄村
的民宿发展并不是什么“大项目”，推出“民宿
贷”产品带来的业绩在副中心万亿级别的投资
规模中算是“九牛一毛”。但“民宿贷”却是我
的“得意之作”。

唐大庄村的变化就像是我眼中副中心的一
个缩影，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见证高质量发展
的成果。自那之后，我经常会去唐大庄村看看，
从 2021 年的经济薄弱村发展到如今的示范村，
每次我都能看到新变化，感觉特别自豪。

池阳（本报记者）：能不能说北京城市副
中心是您的“第二故乡”？

包佳寅（通州榜样）：很开心能够为副中
心的产业发展作贡献，我们为“湾里”项目实
施提供了 20 亿元授信审批。 2024 年，我们用
了不到 1 个月的时间，在春节前完成了 39 亿
元银团贷款牵头行审批，保障了城市副中心
国际数字港项目实施。

作 为 金 融 行 业 工 作 者 ，我 很 幸 运 能 来 到
副中心，宋庄七星时代广场、张家湾设计小镇
创新中心、北苑家园中心……这些项目都有
我的参与，现在不论说到副中心哪里，我都不
陌生。我越在这里工作，就越感觉自己和这
座城市密不可分，现在的副中心就像我的“第
二故乡”。

池阳（本报记者）：我听说您现在正在攻读学位？
包佳寅（通州榜样）：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源自和副中

心的缘分。在服务副中心重大项目的过程中，我有幸参
加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在通州区的专项调研，
交流时感觉自己在实践上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但理论知
识上还需要系统性的强化。那次之后，我下定决心要继
续学习。

2022年，我通过全国联考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不仅要正常工作，还要每个月上两周的课，不累是不可
能的。但在学习中我收获了很多，甚至比我原本设想的
还要丰富，这成为了我继续坚持的动力。今年，我的学
业完成在即，在这两年中学到的东西为我打开了新的视
野，系统性的理论知识学习，让我进一步看到了金融的
本质——实体经济的助推器。

作为一名“新通州人”，我生活在此、学习在此、工作
在此，我热爱通州，热爱副中心。我会继续全身心地投
入副中心发展，不怕困难、不计得失，用自己的专业做好
服务，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