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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正街小商户群到他们在远城区的

工厂再到办公室“三点一线”，是一个 90 后领

着一群平均 35 岁的 12 人团队的日常工作路

线。

90后领队人是王松华，微信名叫“勤奋的

小华”，亲和的一张圆脸总是洋溢着笑容，哪

怕隔着电话也能感受到服务的赤诚和温度。

他们有个今年年初刚组建的“邮储三农人”群

聊，每天聚焦的都是涵盖信贷支持、工资代

发、企业保险、理财规划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

务方案。

10月底的武汉秋意正浓，汉正街的不少

小商户已经开始筹备羽绒服等防寒服装订

单的运转，“邮储三农人”又发起一轮新的冲

锋。

“嗨，你们又来了，先来我这里坐下聊聊。”

当汉正街经营场所开始活跃起来时，王松华和

团队也如约又开启了一天的拜访。很快，从与

做布匹的老客户王先生交流中得知，下游客户

同时也是老乡的林先生马上要进一批羽绒服，

正急需300万元的资金周转。

“急客户之所急”已经成为王松华和团

队下意识的反应，他们立即联系林先生，上

午面对面一起聊深聊透经营情况，下午驱车

前往林先生位于汉川的工厂实地考察，回到

武汉已是华灯初上，顾不上休息，继续加班

两个多小时整理上报客户资料。第三天，得

知放款消息的王松华第一时间联络林先生，

并叮嘱团队成员小田工作事项，随后小田背

上包带着 Ipad 就去汉正街找林先生办理贷

后手续。

从主动发现需求，到响应客户诉求，一套

金融服务流程一气呵成。

“行业越来越卷，选择汉正街‘三农’创新

项目的底气在哪？”今年一路走来，王松华面对

过多次质疑，但他始终坚定不移，“既然是看准

了、定下来的事情，咱们就当作事业来做，持之

以恒，久久为功。”

汉正街，方圆 1.67 平方公里的商贸区，专

业细分市场二三十个，个体从业人员近3万，贸

促互通源远流长，金融兴商亦是生生不息。在

各大金融机构必争之地上，邮储银行武汉市硚

口区支行怀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也要

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难，在于忍受不确定性。上文提到的老客

户王先生，王松华和团队足足拜访了五回，从

最开始的戒备提防，到不冷不热，直到最终松

口尝试合作。“只要尝试就可能成功，客户的意

愿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的产品是有优势的，

我们的队伍是有定力的，我们的服务是有效率

的，这就是我们的确定性，我们在不确定性中

寻找确定性。”王松华说。

在每一次的服务过程中，王松华要求自

己也要求团队拿出“邮储品质”，比如用客户

听得懂聊得开的话来交流，客户说自己一年

卖出多少商品，团队再转换测算一年的营收

是多少；拍照的时候，充分照顾客户的商品版

权隐私；需要的客户资料，在满足风控的前提

下，能简就简，最好客户随手拿出手机就能提

供……

正确，在于创造长期价值。与邮储银行武

汉市硚口区支行“三农”团队合作过的商户，往

往收获了不错的第一印象，有的客户坦言，“邮

储服务好，别人需要两三个星期才放款，你们

两天半就下来了”。

口碑相传，如百里之外必有回声。通过

长期的品牌积累和发散式的综合服务体验，

一种“口碑相传、客户口碑拉动”的复利效应

正在凸显，带动形成稳中有进、厚积薄发的市

场份额。

春耕秋收，捷报频传。自 2023 年四季度

以来，邮储银行武汉市硚口区支行累计在汉

正街市场放款 449 笔 19630 万元，约占整个支

行新客投放总额的 70%，信用卡激活、POS 收

单、个人存款、公司开户等业务亦是多点开

花。更让“三农”团队兴奋的是，一个深入到

汉正街商圈内部的全新邮储银行网点已经完

成选址，即将呼之欲出，成为与客户深度融合

的全新物理空间。

“我们跟企业主是一对一，但是当我们走

进他们的工厂，看到成千上万的工人热火朝天

的工作场景，我更明白三农创新项目的意义，

在于精准链接资源，撬动价值倍增，这就是美

好生活共同缔造。”王松华说。

邮储“三农”创新团队：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长江日报讯（记者邓小龙 余睿）近日，
20 多位市民前往武汉经开区永旺梦乐城，
办理了夜间优惠共享停车月卡。该停车场
可提供 2500 个夜间停车位，每个车位收费
80元/月。

这是长江日报推出“让停车位‘活’起来”
系列报道以来，武汉市内开放夜间优惠共享
停车的第73个停车场。从冰雪天气1天新增
10万+个免费停车位，到如今10万+个常态
化夜间优惠停车位，武汉停车位持续“活”起
来。

11月4日，长江日报记者在永旺梦乐城
看到，商场制定的夜间优惠方案时间为每日
22:00—次日 10:00 停车，加上商场原有的每
天2小时基础免费停车时间，市民每天20时
就可享受夜间优惠停车。

“考虑照明、巡查等支出，我们的定价仅
覆盖成本，不考虑营利。我们看了很多长江
日报的报道，参考了其他商圈的做法。”商场
相关负责人表示。

武汉的停车位“活”起来，最初从一家商
场开始——今年1月份，长江日报报道武汉

万象城推出30元夜间停车月卡，引发热议。
2 月中下旬，武汉遭遇暴雪冻雨。极端

天气下，“活”起来的夜间停车位再次为城市
纾困：长江日报发起“冰冻天武汉全城接力地
下停车场免费停车”倡议，一天之内，全市新
增免费地下停车位超10万个，为市民们的爱
车遮雨挡雪。

雨雪过后，在长江日报持续推动下，武汉
商圈、景区、写字楼、公共停车场等社会资源
陆续跟进，一大批“沉睡”的停车位被盘
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开放夜间

优惠共享的停车场共73个，遍布武汉三镇，
可提供车位数超10万个，其中约七成收费不
到200元/月。

“从一个商场的举措，到应急状态下的
10万多个免费停车位，再到如今10万多个夜
间优惠共享车位，城市温暖不断被传递。”市
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周凤华表示，城市停车位夜间优惠共享逐步
成为常态，是社会各界共同缔造，缓解超大城
市夜间停车难的有益探索，彰显了武汉这座
英雄城市的责任担当。

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
李丹 产启斗）“B80列车架修的制动系
统检修完成，现申请装车”“B25列车大
修的制动系统现已进入到静态调试，
请关注调试数据”。11月5日，走进武
汉地铁2号线常青车辆段，正在进行大
修与架修的5列车整齐排列于联合检
修库，卢红斌来回穿梭，严格把关检修
质量和工作进度，现场一派繁忙。

目前，武汉地铁线网里程达到
501公里、车站303座，日均客运量约
400 万乘次，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达
到68%。地铁安全运营的背后，有一
支高水平的产业工人队伍。

在武汉，城市轨道交通检修工共
有7000多名，分布于列车检修、信号、
供电、线路等多个专业，高技能人才
占比达到三成以上，“制动巧匠”卢红
斌是其中最年轻的主任技师。

地铁列车一旦启动，就必须具备
随时随地减速并安全停下的能力，制动
系统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武汉地铁 2 号线的制动系统，共
有3种不同型号。不同型号系统部件
的接口、配置、系统程序、接线等有着
明显差异，使得测试仪器不能互通。
如何提高检测效率？武汉地铁组建2
号线架修制动检修工班时，一道道难
题摆在了武汉地铁2号线大架修制动
工班班长卢红斌和班组成员面前。

起初，卢红斌对制动缸放大凸轮
磨耗值的精准测量束手无策，女儿拿
着圆规画圆的场景给了他灵感。他当
即在图纸上找出扇形半径，确定出扇
形圆点，再在顶部安装一个测量表，巧
妙且精准判别出一张纸厚度的误差。

检测现场，卢红斌拿着半径约 10 厘米的扇形金属
件，将其卡至自制测量仪器上，以“画圆”方式巧妙地测量
出0.2毫米以下的误差。

制动系统众多零部件奇形异状，很多常用工器具无
法实现拆卸安装，为此，卢红斌和班组成员一起创新设计
不同部件的拆装工装20余套，其中3项获得国家专利。

“通过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检修测试仪器实现了
多型号设备的通用性，这些巧思不仅有效降低了重复采
购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充分激发了班组成员的积极
性，让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开动脑筋。”卢红斌说。

卢红斌所在的武汉地铁2号线是全国第一条穿越长
江的地下轨道交通线路，也是武汉最繁忙的线路，日均客
运量约100万乘次。截至目前，他带领班组成员共完成
85列车510套制动系统检修工作，10余万个部件的拆解、
整修、安装均做到了“零差错”。

■长江日报记者邓小龙 余睿

11月1日18时许，市民陈先生下班后，花
5分钟在武汉绿地缤纷城商场停好车，步行约
10分钟回到家。

陈先生家住武昌区徐家棚街道武车六村
小区。过去，“停车难”一直是附近居民的“心
病”。今年4月，徐家棚街道主动对接绿地缤
纷城，动员企业将停车资源与周边居民共享，
每月收费低至200元。

长江日报推出“让停车位‘活’起来”系列
报道以来，已有 73 个停车场推出夜间优惠共
享举措，点位覆盖武汉各城区。

居民停车方便了，商家收益增长了，城市
道路通畅了，邻里矛盾化解了……武汉吹起的
夜间优惠共享停车之风，正带来多方共赢。

价格低、点位多
市民夜间停车不那么难了

经开永旺推出的夜间停车月卡从今年 9
月开始试运行，目前已有20多人办理。11月4
日，长江日报记者从商场方获悉，该举措近期
正式实施。商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效果
理想，其他永旺门店后续也会跟进。”

记者梳理发现，夜间优惠共享停车地图目
前已覆盖全城，涵盖江岸、江汉、武昌、青山、洪
山、江夏、黄陂、东西湖、东湖高新、武汉经开等
区。

“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停车，一个月只用
花30元。”最近，已经退休的张女士和老同事
闲聊时，经常提起这事。她的这张停车月卡，
是在武商梦时代办理的。

今年2月份，武商梦时代结合周边小区和
医院停车需求，推出夜间停车月卡活动，月卡
价格仅30元。与武汉万象城、盘龙城万达广场
一样，是全市夜间共享停车价格最低的点位。

武汉夜间共享停车场变得越来越惠民。
武汉经开区新增的永旺梦乐城和万达广场停
车场，优惠方案收费分别为80元/月和60元/
月，每日可停车时长都在12小时以上。

一些商圈跟进效仿，下调了夜间共享停车
价格。如菱角湖万达广场将夜间停车月卡价
格从300元/月下调至60元/月；范湖万达广场
将夜间停车费从每月 300 元调整为每月 100

元。
据不完全统计，武汉现有夜间优惠共享停

车点位中，收费在200元/月及以下的有51个，
约占总数的70%。其中，19个停车场包月价格
不到百元。

“共同缔造”发挥作用
优惠方案由周边居民说了算

今年8月份，东西湖区梅林广场推出100
元/月的夜间优惠共享停车卡。优惠活动原计
划持续至8月31日，按照计划，9月起，价格将
调整至200元/月。

9月中旬，附近居民吴女士前往海林广场，
仍然办成了100元一张的夜间停车月卡。

“综合考虑周边居民诉求后，我们决定价格
不变。”海林广场物业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
说。

在武汉，夜间停车位“活”起来的过程中，
“共同缔造”理念正持续发挥作用——停车政
策怎么定，听居民的意见！

硚口区汉中街道辖区，洪湖小区、名仕阁
小区、武胜花园停车位紧张。不少市民呼吁附
近的凯德广场开放夜间优惠共享停车。

什么时段开放？价格怎么定？汉中街道
联合凯德广场工作人员，向辖区居民发放200
多份调查问卷，收集建议和意见。经多次调
研、协调、沟通，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基础上，
商场方结合自身实际，最终制定了每日20:00
至次日9:00，收费100元/月的夜间优惠共享停
车方案。与商场最初制定的方案相比，价格便
宜了一半。

在武汉万象城，起初，商场方制定的夜间
停车时段是每日22时—次日8时。该政策实
行一段时间后，周边桃源社区部分居民提出，
这一时段与上下班时间不符。社区书记胡郡
艳与物业经理、居民代表共同召开协调会，最
终将夜间时段调整为每日20时—次日10时。

不仅居民受益
商圈、社区、交管部门多方共赢

这段时间，江岸区台北街道桃源社区书记
胡郡艳正在联系辖区内的部分酒店和单位，希
望在武汉万象城之外，为辖区居民开辟新的夜

间共享停车位。
桃源社区住着近3000户居民，约600辆私

家车，只有不到300个停车位。居民夜间停车
难，车辆擦碰引发过不少邻里矛盾。

胡郡艳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辖区内因停
车问题导致的邻里纠纷和各类投诉直线下降，
一些居民还主动与万象城安保人员联合成立
了社区巡逻志愿服务队。

商圈受益了。多位商场负责人接受采访时
说：“大家来停了车，总会时不时到商场逛逛，无
论吃吃喝喝还是购物，对经营总有拉动。”

武汉东湖康养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
武昌区域运营28个停车场，其中18个已开放
夜间优惠共享，每个车位每月收费70—200元
不等。公司负责人介绍，开放夜间优惠共享
后，停车场收益增长了30%左右。

管理部门也感受到了积极变化。一位执
勤交警说起武商梦时代周边道路状况变化时
坦言：“早高峰时段的道路秩序有所好转，一大
原因就是夜间路边停车减少，减轻了早高峰时
的路面交通压力。”

“大家共商共治，共同受益。”江岸区交管部
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万象城周边违停严
重、车辆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屡见不鲜。交管
部门多次与商场方共商共治，夜间停车月卡等
举措提升了周边道路通行效率，交通压力显著
缓解。

多地陆续响应
夜间优惠之风从武汉吹遍全省

“武汉商圈刮起‘夜间优惠停车风’，如今
这股风吹到了襄阳。”这是今年4月10日《襄阳
日报》官微发布的一则报道。

今年 3 月以来，受到长江日报“让停车位
‘活’起来”系列报道的影响，湖北省内襄阳、咸
宁、黄冈、随州、十堰、荆州等多地陆续响应，一
批商圈跟进夜间优惠共享停车。

11月4日，武汉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共同缔造理念的核心在于激发社会活
力，促进多方参与。长江日报推出的“让停车位

‘活’起来”系列报道及其后续实践，是共同缔造
理念在城市治理中的生动体现，展现了政府、市
场、社会及居民多方共同参与、协同合作的力
量，对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导航一键直达
大武汉客户端“夜间优

惠共享停车地图”上线

长江日报讯（记者邓小龙）“我家
附近有夜间优惠停车点吗？”“30元夜
间停车月卡怎么办理？”……今年以
来，长江日报“让停车位‘活’起来”系
列报道持续引发广泛关注，众多网友
在大武汉客户端留言提问，希望了解
自家附近是否有夜间优惠共享停车
点。为方便广大网友便捷找到夜间优
惠停车位，了解优惠办理信息，11月5
日，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夜间优惠
共享停车地图”正式上线。

地图包含了提供夜间优惠共享停
车服务的73个停车点、共计10万余个
停车位的具体信息，包括地址、价格、
咨询电话等内容。市民找到对应停车
位后，点击“去这里”按钮，即可一键导
航到达。你还希望哪些地方推出夜间
优惠共享停车位？通过地图上的“反
馈”通道，可填写、提交你的需求。点
击“我要加入”按钮，商圈、景区、写字
楼等停车场管理方也可提交优惠信
息，加入“共享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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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系列报道让一大批沉睡资源“活”起来

武汉开放10万个夜间优惠共享车位

武汉夜间优惠共享停车带来多方共赢

市民停车方便了，商家收益增长了

卢红斌操作高度阀差压阀试验台。
长江日报记者陶常宁 摄

经开永旺停车场开放了夜间共享，部分车位配有充电桩。 长江日报记者邓小龙 摄 办理了夜间共享月卡的车主驾车驶入武昌雄楚楼停车场。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记者手记

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

“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团结引导产业工人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今年10月，《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正
式公布后，卢红斌异常振奋：“咱们产业工人的职业发展
前景将更加广阔！”

2022年，城市轨道交通检修工被纳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公布的新职业。据统计，武汉地铁近2万名职工
中，产业工人占比达到 90%，高级工以上人员占比超过
30%，“制动巧匠”卢红斌是其中最年轻的主任技师。

城市轨道交通的高质量发展，幕后维保工作已超越
了传统意义上的“检修”范畴，这就需要更多卢红斌一样
的能工巧匠，扎根基层、坚守岗位、用心观察、加强实践，
以责任心、暖心服务守护万千乘客的安全。

在武汉，以卢红斌为代表的产业工人正把新时代新
征程“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得响亮。

快来看看你附近的
夜间优惠停车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