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
银行博物馆

———记一场特殊的军地联合党日活动

    近日，一场特殊的军地联合党日活动在

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武警上海总队执勤四支
队十中队党支部与纪念馆党总支成员一道，就

如何联手讲好党史故事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十中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杨泽楠介绍，中队

营区毗邻一大会址，自1999年起，中队党支部

就与纪念馆党总支结成对子，先后有90名官兵

担任了一大会址党史讲解员，为游客和驻地群
众讲解党史知识，把党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

被誉为“身穿橄榄绿的‘播火者’”。
“大家好，欢迎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刚刚拿到一大会址义务讲解证书的武警上海
市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列兵陈天佑，第

一次担负义务讲解任务。

陈天佑是中队党支部21年来培养的第90

名党史讲解员，他说：“能穿着军装在一大会

址义务讲解党史知识，感到无上荣光。”执勤

四支队政委陆伦明表示，义务讲解员常年活
跃在讲解一线，先后讲解690余次。执勤四支

队支队长赵震介绍，将培养出100名一大会址
讲解员，创作出100个“兵哥讲党史”小故事，

向党的100周岁生日献礼。
中队携手一大会址，以军地讲解员队伍

为主要力量，组成军地党史知识宣讲团，定期

走进企业、学校、社区开展党史知识宣讲，带
动了更多的人主动学党史、讲党史。

南京东路街道是宣讲团最常去的地方之
一。在这里，宣讲团开设红色讲堂、举办党史

故事会等，以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

党史知识，近年来先后为驻地社区、企业、学

校开展党史军史教育650余次。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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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元存定期，一年获利息57.60元，

可买手表一块；三年获利息205.20元，可买
缝纫机一台；五年获利息396元，可买黑白

电视机一台；八年获利息720元，可买洗衣
机、自行车、大衣柜一组⋯⋯上海市银行博

物馆收藏的这张宣传画，展现了改革开放
初期，银行柜台上储蓄的“花样”一下子变

得丰富了。在馆长黄沂海看来，老百姓的生

活越过越和美，从温饱到小康，银行则是
“成人之美”。

储蓄 风靡一时
“同志，您若想积聚一笔资金准备畅游

祖国美好的河山，最好您每月存储人民币二

十元，三年到期可得本利787.93元，它能满足
您的意愿。”

“同志，您若每月存储六元钱，三年到期
将得本利236.38元，可买一台洗衣机；五年到

期将得本利425.88元，可买电视机一台。”

“青年同志们，您若想筹备一笔必要的
结婚费用或购置一套实用家具，最实际的办

法是每月存储二十元，五年到期积资1419.60

元，它能‘成人之美’。”

“家长们，您非常关心子女的前途，并需
为子女准备一笔教育资金，请您每月存储十

元或十五元的五年期积零成整储蓄，它可以
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

⋯⋯
上世纪80年代初，老百姓生活改善，收

入增加，开始有了结余，储蓄成为人们添置
日常生活物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当时的储

蓄品种中，除了传统的定期储蓄、活期储蓄、
存本取息和整存零取之外，还有不少创新，

比如贴花储蓄、有奖储蓄等。
据介绍，当时银行网点并不像现在这样

多，因而不少人会到储蓄所办理“贴花储
蓄”业务，每月在居委或单位的财务科购买

贴花，然后逐月粘贴在一张由中国人民银
行上海市分行印制的专用贴花存单上。临

近年底，贴满12个空格之后，便可以拿着存
单去储蓄所兑现，还能获得一点利息呢。这

种零存整取性质的贴花利率高于活期储

蓄、低于定期存款。贴花储蓄利息虽然不

高，但是让许多人养成了“积少成多、聚沙
成塔”的好习惯。

除了“贴花储蓄”，“有奖储蓄”也是当
时不少申城老百姓很喜欢的一种储蓄方

式。“当时的奖品设置，从凤凰牌自行车到
蝴蝶牌缝纫机，从红灯牌收音机到海鸥牌

照相机都有，甚至还有像彩电冰箱这样的

紧俏商品。”黄沂海说，“为了公开、公正，电
视台大多会实况转播有奖储蓄摇奖过程，

播出时往往万人空巷，收视率不亚于‘春
晚’。当时的《新民晚报》还在头版报道过开

奖的情况。”

钱包 越来越“薄”

成立于2000年的银行博物馆，今年正好
迎来成立20周年纪念日。经过20年的发展，

它已成为目前国内馆藏最丰富、珍稀文物最
多的金融行业博物馆，目前展出的各类珍贵

金融历史文物有5000多件，其中不少都曾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备之物。这里的展品

中，有一张特殊的浦江卡，是人们从传统的

现金消费向用卡消费转变的重要见证。
据有关资料记载，1988年12月26日，上

海第一台ATM机在外滩的工行上海市分行
营业部大厅亮相，同时宣布上海第一张储蓄

卡———浦江卡问世。而“001”号浦江卡的主

人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他对银行电
子化十分关心，让秘书用200元钱在工行上

海市分行代开了账户。
黄沂海表示，浦江卡发行后，除了个人

用户申办，当时最大的用途被定位在工资转
账，人们从浦江卡开始认识了借记卡，接触

自动柜员机，学会自助服务，浦江卡让当年

的上海人开始了解什么是刷卡。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规定一家

法人银行只能推一个品牌，因此浦江卡停
发，逐步换成牡丹系列卡。据资料记载，当时

浦江卡大约发行了近400万张，培养起人们
电子货币的意识，也让上海人的皮夹子开始

变得越来越“薄”。

服务 多种多样
在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里面，复制了曾经

的远东第一金库———原上海中央银行金库

大门，进入大门是保管箱柜，客户将自己觉
得贵重的物品、资料寄存在这里，需要支付

相当的费用，不过安全系数相对较高。
“解放前，这座金库保管箱的主人，大多

是达官贵人。现在，这座金库依然在使用，而

保管箱的主人很多都是普通百姓。”黄沂海
说，“现在的人，理财意识越来越强，手里有

了像字画、金条、古董收藏品等，都会选择银
行的金库存放，不仅安全，而且在温度和湿

度上也有保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挣钱的目的

有两个，一是日常开销，二是储蓄。但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居民家庭的资产组合从

单一的银行存款，变成了股票、基金、银行理财
产品、保险等多元化金融资产组合。黄沂海表

示，在金融科技浪潮的席卷下，银行的互联网
渠道移动化也在百姓经济

生活中持续发力，一个小

小手机，即可实现转账、缴
费、借款、投资理财等近百

项金融服务，“身边银行”
正变身“掌上银行”“指尖

银行”。 首席记者 方翔

    从存折到银行卡，从储蓄账户到理财账户，从身边银行
到掌上银行……阿拉上海人的生活越过越和美

皮夹子“薄”了 钱袋子“鼓”了

    本报讯 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

会员代表大会昨天在上海图书馆报告厅举
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致信祝贺。市委

宣传部领导到会讲话。
会议投票选举产生 47位理事组成的新

一届理事会领导机构。朱大建当选第六届上
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董强当选监事长。

市老记协产生
新一届理事会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由上海市委宣传

部、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上海警备区政治
工作局共同主办的 2020年度上海市“最美退役

军人”现场评审会，近日在龙华烈士陵园举行。
30位候选对象按照抽签顺序依次上台

陈述，生动讲述了各自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代的感人事迹，全面、立体地展示了退役军人

的“最美”形象。活动主办方将综合本次现场
评审和网络投票结果，最终评选出 20位本年

度“最美退役军人”，并计划于 7月底举行

2020年度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

“最美退役军人”

现场评审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马丹）梅雨恋上申城。自
6月9日上海入梅以来，梅雨期已达30天，比常
年平均多出了一周的时间。徐家汇站今年梅

雨总量已达395.8毫米，是常年平均的1.6倍。
不仅如此，申城昨夜今晨再现大到暴雨，本周

出梅基本无望。

这个雨季“梅”完“梅”了。据上海中心气

象台最新预报，受梅雨带影响，今天降水集中
时段出现在上午到傍晚，可能伴有雷电、短时

强降水和7～9级雷雨大风。尽管雨量分布不
均，但是，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50～80毫

米，小时最大雨强30～50毫米。

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天气形势没有

大的转折，尚不具备出梅条件，未来一周上海
时阴时雨，仍然多雨。周末和下周初，上海以

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午后局地的阵雨或雷雨
出没频繁。周日起气温将明显回升，预计极端

最高气温可达33℃附近。

昨夜今晨再现大到暴雨
这个雨季“梅”完“梅”了 申城本周出梅基本无望

身穿橄榄绿的“播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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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储蓄宣传海报 本版摄影 记者 陈梦泽

■ 远东第一金库场景再现■ 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储蓄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