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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是从宁
夏走出去的作家，曾
任教于泾源县第一中
学、宁夏广播电视大
学和北方民族大学，
也曾是《朔方》杂志编
辑和宁夏文联专业作
家，后来又调入北京
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身份的转换，地域的
改变，这些对你的写
作有什么影响？

陈继明：如果作
品中有一个意义空
间、情感空间，那么，
这个空间首先应该存
在于作者身上、在作
者心里。所以任何外
出、任何远行都是有
用的。但也有人从来
不远行，家舍如途中，
仍然写得很好。我自
己，介于两者之间，我
认为，从宁夏到南方，
还是长了见识，开了
眼界，让我的作品从

题材到内容和气质，都有一些变化。
记者：虽然在南方任教和写作，你也会应邀

回宁夏讲学，能否谈谈这些年宁夏的变化，给你
什么样的感受？

陈继明：宁夏对我很好，我离开后，并没有把
我当外人，仍然把我视作宁夏作家，我很感动，也
很踏实。我自己也会时不时回来走走，每来一
次，都能看到一些变化。今天的银川，是一个漂
亮、大气、安逸的城市，真正成了塞上明珠。在文
化上，宁夏也更现代化、更城市化，人们的眼神有
这个地方独有的气质，不急不忙，不骄不躁，自得
其乐，欢天喜地。我祝愿宁夏的未来越来越好。

记者：你的小说既有描写南方题材的，比如
荣获人民文学奖、中国好书奖、“五个一工程”奖
的《平安批》，到最新出版的西北题材的长篇小说

《敦煌》，都备受读者热捧，你是如何在长篇小说
写作中横跨南方和北方这两个地域的？

陈继明：我主要还是在写北方、写故乡、写自
己。写别处是假象，你无法逃避你自己。实际上，
写作最难的还是常识，比如，你必须写人，必须把人
写好。而北方南方，只是皮，皮的部分下下功夫就
能补上。在这方面，我有一些师傅，一是导演李安。
他拍过《断背山》《理智与情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这样的作品。另一个师傅是帕慕克，他的一个写作
方式是，花钱请几十个大学生，替他去搜集素材和
细节，然后自己使用。总之创作是有多种可能的，
我们除了向故乡向自我伸手，也可以把手伸远。

记者：你以小说写作见长，但人们不知道的
是，你的文学创作始于大学时代的诗歌创作，最
近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了你的诗
集《没有人误入歧途》，能否谈谈诗歌对你写作的
影响？

陈继明：我上大学时就写诗，后来写小说，其
实一直在关心诗，一直在抄诗，有时候也会写诗，
只不过，我后来的诗是当日记写的，放在日记本
里，不发表，不示人。原计划一辈子出一本诗集，
这次应阳光出版社唐晴女士邀请，提前出版了。
我的诗是写给自己的，比较自我、朴素、松弛，没
有野心，无意攀比。更主要的是，我认为诗是文
学中的文学，我保持对诗的私密的热情，是为了
触摸文学的最高精神。

记者：你 11 岁从甘肃来到宁夏青铜峡市读
书，后来考入宁夏大学，并在宁夏工作，开始文学
创作，取得了一定成就。如今虽远在南方，但宁
夏对你而言，是永远的精神和现实意义上的故
乡。你也很关注宁夏，尤其是宁夏的文学发展，
能否就这个方面说说你眼中的宁夏文学。

陈继明：宁夏文学一直是踏实、有韧劲和富
有诗性的。张贤亮之后，文脉一直在延续，作家
们的创作始终是活跃的、有后劲的，但总体上和
文学主流还有距离。地域、题材，没有大小之
分。但关照肯定是有的，用更大眼光关照生活仍
然是瓶颈。我对宁夏作家的建议是，防止被动书
写。变被动书写为主动书写。要敢于坐冷板凳。

记者：能否谈谈你的近期写作计划？
陈继明：我的写作热情并没有减少，我要求

自己谨防带着暮气写作，我对自己的写作并不满
意，所以我还想写，近期计划是，在《平安批》《敦
煌》之后再写一部作品，和前两本书构成三部曲，
写作准备和田野调查已经开始。

记者：作为军旅诗人，你与宁夏联系很紧密，很
早就在报告文学里写到过宁夏。比如你首发于 1987
年《西北军事文学》第 3期的报告文学《古冰川》就写
了一位地质学家在银川发现古冰川的故事。此后，
你还多次受邀到宁夏采访和创作，这些年宁夏的变
化和发展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王久辛：宁夏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提起宁夏，
人们就想到了贺兰山，想到了贺兰山下生活着的中
华多民族的兄弟姐妹。

1986年夏天，我采访古冰川的发现者王学印，之

后写了报告文学《古冰川》，对贺兰山南北两麓都有
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尤其给水团为宁夏人民
找水、测绘地质等等，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见证了人
民子弟兵对宁夏人民的深情厚谊。

1993年，我还为银川河东机场撰写过论证的电视
专题片，为河东机场的建设贡献过一份小小的力量。
之后，我还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到西海固的调
研，又一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改变人民的生活所作
的努力和贡献。可以说，我见证了宁夏、银川、吴忠等
地的巨大变化。真是沧海桑田，人间巨变，短短的 40

多年，宁夏发生了巨变，人民幸福安康，相亲相爱，给
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宁夏的人民是伟大的人
民，勤劳的人民，善良的人民，这片土地没有辜负这片
土地上的人民，正以美丽富饶的形象，呈现在中国北
方的大地上，像贺兰山一样巍峨葱茏，壮美无限。

记者：此次采风活动，你领略了吴忠市的早茶文
化，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王久辛：吴忠的早茶文化，吃出了精神，吃出了
文化，吃出了文明的新境界。这是令人感动的，是一
个新的境界，是值得学习推广的好榜样。

记者：宁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旅游资源丰富。
今天我们的作家如何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上实现新突破，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将深切的艺术感受化作精品力作？

王久辛：作为一位诗人，我无时无刻不被身边的
世界所感动，内心世界无时无刻不被外部世界的变
化所触发。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人，从屈原到李白、杜
甫、白居易，他们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千古流芳的诗篇
和传之久远的经典美文。

这次到宁夏，到吴忠，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
忆，对眼前景象的产生了许多的联想和想象，我正在
整理自己的感觉感受和思想，我想写一篇见证宁夏，
见证忠变化的散文，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留下历
史的记忆，我希望我的记忆，能对我们的后人有所提
示、有所标示，我想当我们的后人打开我们的著作，
翻读我们的文章时，能够看到他们的父辈为这片土
地洒下的汗水、流下的泪水，看到他们奋斗的身影。
我会为此而努力写作。

记者：在你的散文《母亲
过宁夏》中，你写道“‘天下黄
河富宁夏’。我们伟大的黄
河母亲，不让人嫉妒她是不
可能了，她是偏爱宁夏的，在
这里她把自己壮丽妖娆的身
躯，心甘情愿地委屈成一个
大湾，让宁夏得天独厚，获得
了黄河母亲更多的恩惠，还
有滋养和孕育”。此次采风，
你对宁夏的黄河是否有了更
深层次的认识和感受？

吴克敬：我非常认同黄
河母亲的说法。但我却还要
说母亲是个偏心眼。她流经
宁夏的时候，宁夏人获得的
全是“水利”，一路奔腾过晋

陕大峡谷，跃出禹门口后，奉献给下游人的除了“水利”，
还有“水患”。

天下黄河富宁夏。我绝无嫉妒宁夏人的意思。黄河
母亲，把她的子宫以一个“几”字形的弯，永远地留给了宁
夏，慷慨地“水利”着的宁夏稻谷，使其成了神州最好吃的
米饭；“水利”着宁夏的枸杞，使其成为天下独一无二的补
品；“水利”着的宁夏甘草，使其在中医药典里中和着千般
药材的药性……母亲黄河“水利”给宁夏的好处可是太多
了呢，我叫得出名称来的，还有螺丝菜、硒砂瓜、黄花菜
等，不一而足。母亲的黄河“水利”着宁夏，一尊昂首在

“水利博物馆”中真牛般的青铜卧牛就很能说明原因，其
跪卧着的姿态，展现的既有对母亲历史的爱戴，还有对母
亲历史的崇敬。

记者：采风活动中，你参观了盐池县的滩羊加工基
地，感受如何？

吴克敬：我吃过青藏高原上的手抓羊肉，吃过内蒙
古草原上的手抓羊肉，还吃过海南岛的东山羊肉，吃过
陕北横山的铁锅羊肉，但我要说，最好吃的还要算是盐
池的滩羊肉了。

我生活的关中平原上，老辈人养成的一个习气，他
们调味，就用盐池的大青盐；他们敬嘴，就吃盐池的滩羊
肉；他们保暖，就穿盐池的九道弯羊皮袄。好像是，不是
富裕的人家，还就得不到盐池大青盐、滩羊肉、羊皮袄的
享受。我父亲的一件九道弯的羊皮袄，就是盐池人熟了
好几张滩羊的皮毛，肩背着来到扶风县北乡的我们村，
亮给我父亲看，惹得我父亲不忍释手，便出价买到手，找

了有此能耐的裁缝，给他挂了个织贡呢面子的羊皮袄。
我父亲非常喜爱他的这件盐池滩羊皮毛的褂子，黑色织
贡呢面子的盐池九道弯羊皮袄，如今还宝爱地收藏在我
的身边。

记者：你说过，一座城市，都会有它独具的脉搏和文
化。采风活动中，你和国内的文学大咖考察了位于青铜
峡市的西鸽酒庄，了解了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脉络，能
否讲讲你感受到的“红酒味道”。

吴克敬：诗是闪亮的星，星是曜日的诗。建筑风格
独异的西鸽酒庄，是我在吴忠市见识到的一颗灿亮的星。

酿制葡萄酒的酒庄多了去了，可我的眼睛刚一触摸
到“西鸽”两字，就喜欢得不得了。品牌响亮的西鸽葡萄
酒庄，即为现代化、大规模酿酒企业的一个典范。我看
见如诗般的橡木桶之间，凸显了一面橡木做的牌子。“星
星的故乡”五个黑体的大字，红亮亮地闪耀在牌子上。
央视的同名电视剧，取景地原来就在这里呀……采风在
吴忠市的地面上，西鸽酒庄，无疑算是一颗闪耀的星！
当然了，还有吴忠利用黄河发展“水利”事业的历史，以
及田彦兰创办的民俗展示馆、红寺堡区移民博物馆、盐
池县滩羊集团生态牧场等，都是一颗颗傲然耀世的星。

记者：美食可以撬动一城文旅。就作家本身而言，
如何以笔充分挖掘自己所在家乡、所在城市的美食文化
内涵，讲好美食故事？

吴克敬：“游在宁夏，吃在吴忠”。我走南闯北，吃过珠
三角地区的早茶，吃过长三角地区的早茶。因为此，我的
舌尖上便就存贮下了这样一个概念，早茶是南方人的生活
习惯。倏忽之间，晨光初照的吴忠市，行色匆匆的人们，撵
着去的，竟然也是大街小巷里开着的早茶店铺！

历史上的吴忠，边关着祖国的北方，人无分南北，可
能的情况下，南方人肩负保卫边疆的责务，拖家带口地
来到吴忠戍边，他们眷恋南方的生活习性，即把他们早
茶的能力，不仅自然地带了来，还自然地衍化了开来。
南方人爱在舌尖上的早茶，就这么落户在了吴忠，扎根
在了吴忠。

落户扎根在吴忠的早茶，在葆有南方人口味的基础
上，十分恰切地又融入了吴忠的地方特色。譬如在这里
十分流行的拉面与拉面馆，便就积极地接纳并融汇了早
茶的一切优势，使地方上的传统饭食，发生了一种象征
性、符号性的嬗变，十分便捷地集合了吴忠人日常饮食，
他们相亲交友，或者商业洽谈，或节庆款待，早茶顺理成
章地成了大家共餐场所……有机会我还是要到吴忠来，
来喝吴忠人嘴唇上爱着的八宝茶，来吃吴忠人嘴巴上爱
着的早茶。

陈继明，北京师范大
学珠海分校教授、博导，
广 东 省 作 家 协 会 副 主
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七步镇》《平安批》《敦
煌》等。曾获华语文学传
媒大奖年度小说家、中国
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人民文学奖、十
月文学奖等。部分作品
被译为英语、俄语、西班
牙语、泰语、阿拉伯语等。

王久辛，
著名诗人，
首届鲁迅文
学奖诗歌奖
获得者，中
国诗歌学会
副会长。

吴克敬，著名作家，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鲁迅
文学奖获得者。

王久辛：

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留下历史的记忆

吴克敬：

星星的故乡星星多
陈继明：

宁夏文学一直是踏实和富有诗性的

把好的服务“亮”出来
“了解你的客户”，是金融从业人

员皆知的一项制度。
为了让各网点负责人更加了解

客户需求，促进客户服务能力进一步
提升，招行银川分行积极开展“一把
手担任首席消保金融教育大使”值大
堂活动。各网点负责人须走进营业
大厅亲自接待客户，关注客户办理感
受及意见需求等情况。

“网点负责人与客户面对面接触
能更直观地发现问题，也有助于我们
业务和服务流程的提升和优化。”招
行银川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监督
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吴红说。

近年来，招行银川分行始终秉持
“因您而变”的服务理念，以优质服务
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打造了“周三 5
折美食”及“周五 9元观影”优质品牌
活动；实现了生活缴费“3+1”场景的
新突破，覆盖水费、电费、燃气费、物
业费、手机费、保险费、有线电视费、
学费等多项费用缴纳，交通罚没款、
税款、党费等公共事业单位相关费用
缴交，为客户生活缴费提供了便捷的
渠道；围绕智慧停车、汽车洗美、加
油、车辆检测、驾校资金监管等多个
场景构成车主服务生态圈；率先实现
了公积金的线上查询、缴纳功能，通
过“线上+线下”方式，为市民和企业

“一站式”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和贷
款业务。

此外，创建区域品牌特色，建设
特色主题网点，打造分行营业部“百
佳”示范网点、新世纪支行“千佳”标
杆网点、德胜支行无障碍示范网点、
福州街支行社银合作网点、西夏支行

文旅特色网点、新华街支行适老化服
务网点，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高品质、
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把好的模式“搬”进来
“招行的先进模式非常多，首选

‘牛奶咖啡’模式。”招行银川分行营
业部负责人说，“我们用一杯咖啡开
启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探寻，如果把
客户比作太阳，那么招商银行永远围
绕着客户而转变。”

2010 年 8 月 29 日，招行银川分
行秉承着“招商血脉、海辽精神、蛇
口基因”，将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
的创新发展模式引入宁夏。14 年
来，扎根塞上、服务塞上、繁茂塞上，
充分发挥分层分类客户服务体系、
行业专业化经营能力、投商行一体
化经营模式、市场条线与风险条线
内部融合、全行服务一家协同、数字
化服务能力“六大优势”，整合提炼
成体系化服务模式。

同时，在数字化转型中，招行银
川分行以“线上化、数据化、智能化、
平台化、生态化”为方向，持续打造

“数字招行”在宁名片，充分挖掘“政
务+互联网+银行”的新模式，将政务

“查、缴、办、提”等功能融入两大App
和企业端App，实现“让数据多跑路，
让百姓少跑腿”。

从 1个网点到 14家经营机构，从
71名开拓者到 500余名员工，从 0起
步到千亿元信贷资源投放。14年来，
招行银川分行在宁夏这片热土上，为
客户送上了全新的金融服务体验。

把重点产业“扶”起来
“枸杞红了，一定再来！”曹亮和

村民们约定着下一年的丰收季。
曹亮要去的村子是中卫市沙坡

头区兴仁镇所辖行政村——川裕村，
是“十一五”生态移民安置村，2010年
由“苦瘠甲天下”的原西海固地区蒿
川乡的三个村整体搬迁组建。川裕
村的主要产业是枸杞种植，村民发展
产业需要资金，曹亮连续 3年来前往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川裕村，为村民
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

自 2021年起，招行银川分行依
托川裕村枸杞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提
供帮扶，通过项目、资金、资源、技术、
人才、信息等六方面支持，建立村集
体与群众经济利益共同体，带动集体
增收、村民致富，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2020年的 6000余元提升至 2023
年的13000余元。

除了支持枸杞产业，近年来，招
行银川分行以“一个招商局”理念，发
挥集团板块优势，助推宁夏特色产
业。积极促成招商局集团下属招商
蛇口、招商资本、中外运、招商证券、
总行投行部等机构在产融结合、产业
基金合作、城市更新升级、国企改革、
并购业务等方面与宁夏地方政府加
强合作。以投商行一体化模式，促成
招银国际在宁夏首笔股权投资，成功
发行宁夏首支可转债，上线宁夏首家
银行系电子保函项目，落地宁夏首单
拟 IPO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为宁夏
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和
综合化金融服务。

继往开来，招行银川分行将始终
坚持价值银行战略指引，不断优化业
务模式和服务方式，以开放之姿、创
新之力、科技之能，击鼓再出征，奋力
续写新的华彩篇章。

“因您而变”勇敢向前
——招商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4周年回眸

14周年，是时间的刻度，是发展的标尺，更是奋进的脚步。14年前，黄河之滨，诞生于

改革开放最前沿深圳蛇口的招商银行落子塞上江南。14年来，招商银行银川分行（以下简

称“招行银川分行”）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真诚周到的金融服务和引领时代的创新产品，勇

担使命、阔步向前，深度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用实际行动为银川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注入“招行活力”，谱写了高质量发展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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