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跟国家步伐 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
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建设大湾区是新时代推
动形成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也是
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实践创新。东亚银行
非常重视在大湾区内的战略布局，目前已在大
湾区建立多元化的业务，包括银行、证券、资

产管理及信息服务。此外，东亚银行还设立了大
湾区办公室，通过整合资源优势，加强东亚银行
香港及内地业务之间的跨境协作，进一步把握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带来的业务机遇。

东亚银行及其在内地的全资附属银行东亚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东亚中国”）在大湾区
内共拥有逾百个网点，覆盖区内全部“9+2”城
市，让大湾区客户专享完善的银行服务。东亚银
行预计跨境业务将在未来有可观的发展潜力，计
划于未来数年在大湾区招聘更多销售人员，帮助
客户把握跨境理财通及大湾区内其他发展机遇。

东亚银行联席行政总裁李民斌表示：“东亚
银行在大湾区内已实现网点全覆盖，占据地利优
势，以迎接区内金融市场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庞大
机遇。我们正积极扩充业务团队、拓展新的业务
伙伴合作关系，并推出创新的产品，以满足跨境
客户的各种财务需求。”

2021年，作为首批开展跨境理财通的银行
之一，东亚银行与东亚中国合作为客户提供跨境
理财通的南向通业务，并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百年历史传承 以金融助力祖国发展

作为香港早期的华资银行之一，这家拥有百
年历史积淀的银行，将“成为最佳本土化的外资
银行”作为发展愿景，致力于做中资银行里的外

资银行、外资银行里的中资银行。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银行就率先将

房地产抵押贷款、信用卡等划时代的金融服务引
入内地。2007年，其全资附属银行东亚中国更
成为内地首批获准设立的外资法人银行之一，其
后不断开拓创新，屡拔头筹，成为首家在内地发
行人民币借记卡及信用卡、首家在香港发行人民
币零售债券、首批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内开设网点的外资银行，并率先在外资银行中
打造5G智慧门店。

2021年 9月，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
进发展”为主题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东亚中国积极响应倡议，
通过形式多样的科技手段，向参会者展示了其在
跨境金融方面的专业优势、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全
面布局，以及在绿色金融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所
取得的积极成效。

勇担社会责任 持续发展公益事业

在发展业务的同时，东亚银行集团制定了环
境、社会及管治 （ESG） 相关的目标和措施，
继续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保护方面，
东亚中国一贯注重绿色金融理念，致力为国家实
现“双碳”目标贡献绵薄之力。目前，东亚中国
已在信贷制度、信贷政策、信贷风险管理等方面

加入环境和社会保护要求，以绿色环保作为信贷
决策的重要依据，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信贷，合
理有效配置信贷资源，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加大
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早在2009年，
东亚中国就携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发起成立了内
地首个由外资银行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上海宋庆
龄基金会—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东亚银行公益
基金”），重点关注偏远地区青少年教育领域。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旗下开展的“萤火虫计划”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和“民间公益组
织资助计划”三大项目，主要用于助学、助教等
社会公益慈善活动。

“萤火虫计划”主要分为“萤火虫乐园”和“萤
火虫包裹”两部分。截至
2021年底，东亚银行公益
基金在全国落成启用的

“萤火虫乐园”累计达106
所，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
治区，惠及数十万名偏远
地区青少年。同时，累计捐
赠“萤火虫包裹”逾5.7万
个。自2020年起，东亚银
行公益基金为部分乐园所
在学校继续开展补充网络
课程、补充师资力量和改
善学校生活环境三个方面
的资助，进一步加强对乡
村学校的全方位支持。

2021年，东亚中国又
携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
立“医路同行计划”，向华
山医院捐款人民币100万
元。该计划是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东亚银行公益基
金成立后的首个公益项
目，旨在以抗疫相关工作
人员为对象开展一系列公
益项目，包括为一线抗疫
人员提供津贴、为护理团
队提供培训支持等。此
外，在2021年河南郑州
等地遭遇罕见暴雨灾害
时，东亚中国捐款300万
元驰援当地抗洪救灾，帮
助受灾同胞渡过难关。

作为公益事业的延
伸，东亚中国还在位于外
滩的东亚银行大厦建成

“沪港银行历史展览馆”，为促进沪、港两地文化
交流尽一份绵薄之力。该大厦建成于1926年，
此后一直用作东亚银行的办公场所，1999年被
上海市政府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大厦
内有不少具有珍贵历史意义的设备都得以完好保
存，比如位于大厦一层大厅长达24米的云石柜
台、金库、保管箱库等。展览馆建成3年多来，
已累计免费接待社会公众逾2.5万人次。

坚守爱国爱港原则的东亚银行，未来在稳步
发展业务的同时，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
与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助
力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围绕教育
资助、医疗扶持、生活关爱等方面，为更多有需
要的人群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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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长江，以万里奔流之伟力展现出浩瀚
磅礴的万千气象。重庆，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的最后一道关口，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
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保护长江是重庆人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
也是巴渝儿女对母亲最深情的呵护。2021年，
重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认真贯彻
落实长江保护法，以实施“双河长制”为抓手，加
强岸线保护修复和综合治理，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加快筑牢，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提速
推进。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为Ⅱ类。在
8万多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上，重庆不仅绘就
了群众眼中的“绿水青山”，还收获了百姓点赞
的“金山银山”。

生态修复
用心用情呵护长江“眼”

广阳岛，位于重庆铜锣山、明月山之间，是
长江上游第一大岛屿，全岛江水环抱，白鹭栖
息，是重庆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

如今的广阳岛，“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城”
初具雏形。“田园风光”“江南风貌”“草原风韵”

“湿地景色”“运动风采”及“抗战遗风”等景区不
仅绿色生态，而且美得风格多样、精致迷人，成
为外地游客和重庆市民的打卡热地。

很难想象，多年前，这里曾规划超过300万
平方米的房地产，山坡被削平，植被遭破坏。

2017年以来，重庆果断踩下开发广阳岛的
“急刹车”，从过去的大开发，到现在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系统治理，广阳岛的变化折射出的是重
庆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

“十三五”时期，重庆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认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不断夯实重庆生态基底，通过加强生态保护
与修复，生态环境品质大幅提升。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重庆正全力以赴，用心用
情呵护着“长江之眼”。

呵护长江“眼”，就不能有一粒“沙”。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
施行，重庆严格执行关于禁止在长江干支流
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
工项目的管控政策等，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线”，实施“三线一单”分区管控，牢牢守住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此外，重庆还统筹规划长江岸线资源，划定
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印发重要河道采砂管

理规划，河道采砂管理秩序稳定可控。

绿色发展
治污治“根”发展开新篇

“共抓大保护”强调保护，但绝不是不要发展。
重庆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也把

“绿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产业智能化、集约
化、特色化发展，既治“污”更治“根”，提高经济发
展绿色含量，让老百姓享有更多生态红利。

重庆祥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今年新年搬到
了重庆花溪工业园区麻柳组团，副总经理廖斌在
焕然一新的工厂门前迎接着返厂员工，只要公司
安心生产，日子就会红火。

然而就在几年前，公司还因为“噪声”“粉尘”
等污染问题被居民投诉，企业也被列入第一轮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单位之一。

既要让企业发展，也要让老百姓生活好。企业
所处的巴南区决心让企业环保搬迁至工业园区
内，并且给予一定的搬迁补助，助推企业的绿色升
级。廖斌坦诚，他们从最开始的不理解，不配合，到
最后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借此打造了
全新的环保生产线。

如今，他们的生产线，不仅粉尘、噪声得到了
极大的控制，更因为产能的提高让企业收获了更
多的生产订单，生产效益也翻了番。

收获生态红利的不仅仅是企业，原厂周边的
村民如今不受环境污染，生活也有新奔头；原厂拆
迁的土地复耕复绿，更可以种上特有的柑橘树，生
态振兴有了新思路。

除了让企业“破茧重生”外，重庆还坚持传统
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两条腿”走
路。积极推动工业绿色化改造，推动火电、建材、化
工等高耗能行业节能技术改造,以生态环境为导
向推动经济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重庆丰都县位于三峡库区腹地，长江穿城而
过。目前火电在重庆统调电网电力装机中占比超
六成，全市全部煤炭需从市外输入，电力长期处于
紧平衡状态。丰都县瞄准“绿电”产业，大力发展各
类清洁能源，一批像栗子湾抽水蓄能电站这样的

“绿电”项目，正发挥着绿色引擎作用，助力三峡库
区绿色发展。

生态价值
增绿增“收”未来有盼头

绿色，是生态的基色，也是发展的底色。
生态价值如何转换？重庆给出了探索中的答

案：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稳步推进建立流

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排污权、碳排放
权、生态地票交易机制，在全国率先推动森林覆盖
率指标区县间横向交易。

不久前，重庆江北区向酉阳县再次支付了
1000万元的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江北区的森林覆
盖率指标得到了提升。

2019年，江北区和酉阳县签订了全国首个
“横向生态补偿提高森林覆盖率协议”，按照补偿
机制确定的相关标准，江北区以造林1000元/亩、
管护100元/亩(按 15年进行计算)，购买酉阳县
7.5万亩森林面积指标，总额为1.875亿元，分3年
支付给酉阳县，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将专项用于酉
阳县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目前，江北区已折算
购买森林指标近4万亩，森林覆盖率增加超过了
10个百分点。

“事实上，通过实施横向生态补偿，保护发展
生态的地方不吃亏、能受益，减碳降碳的同时，切
实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也让重庆各区县形
成共同担责、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全国政协委
员、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余国东介绍，重庆还

在全国率先将碳排放信息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建
成上线全国首个覆盖碳履约、碳中和、碳普惠的

“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截至去年12月
底，重庆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2798万
吨，交易额5.15亿元。

“这些其实都算‘生态产品’并且实现了‘价
值’。”余国东说，但是目前更多的地方存在对生
态产品判断不够、价值不清的情况，一定程度上
反映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不通不畅，方
法不多。今年，余国东的提案就重点放在了如何
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希望通过
该项提案，让生态产品的价值在未来得到全方位
的释放。

两岸猿声
唱响“猴司令”幸福生活

冬日的长江巫山段，漫山红叶与蓝天、白云、
碧水交相辉映，一片五色斑斓景象。

1000多年前，“诗仙”李白乘船过三峡，写下

千古名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但是，由于过去曾大面积毁林种地、砍树烧

柴，两岸森林破坏严重，小三峡和三峡的猴群栖息
地变小，野猴数量在2000年左右锐减到不足百
只。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美景也渐渐成了记忆。
近年来，当地政府为留住“猿声”，开启了“人退猴
进”的生态保护措施。

首先是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让野生猴群繁
衍壮大。当地政府将居住在不通路峡谷两岸的村
民逐步搬迁，拆除猴群集中活动区域的码头，大规
模植树造林，严禁滥砍滥伐，只有工作人员在送猴
粮时可以靠岸上山。

人退猴进，两岸森林重新还给了猴群。但猴群
栖息地扩大了，山上的果子不够吃，野猴开始去掰
附近村民地里的玉米，这可怎么办？

政府一方面投放猴粮，猴子吃饱了就不去“祸
害”玉米地；另一方面，给当地百多户老百姓发放
补贴，全力维护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龚清兵就负责喂这些山中“精灵”。他说，猴群
有猴王，每次喂食他都会吹一长两短的哨声，猴群
就会应声而来，非常有灵气。

如今小三峡森林越来越茂密，野生猕猴也越
来越多，初步统计有3000余只，是长江上游最大
的野生猴群之一。多年的保护见到了成效，猕猴重
新成为小三峡的旅游名片。

今年1月，重庆江津白沙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该桥正好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
范围内，其中桥位附近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胭脂鱼活动。大桥桥梁专业负责人、林同棪国际
（中国）桥梁设计师李瑞超介绍，项目组在前期研
究及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对生态的保护，对规划桥
位进行调整，将桥塔设计在岸坡及出露礁石上，
避免涉水施工，充分保护了胭脂鱼的生存环境，
降低对胭脂鱼生活区域的影响；同时，在前期专
项编制及后期设计文件中均明确要求施工过程
中要对胭脂鱼进行重点保护，要进行鱼类增殖放
流，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河滩湿地修复和人工鱼
巢投放。

这样的案例在重庆并不少见，独特的山水
地形，造就了重庆独特的城市景观，创造出鬼斧
神工的自然风貌。来自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的数据
显示，2021年，重庆74个“十四五”国控考核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8.6%，高于国家考核目标
1.3个百分点。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资源，使重
庆成为不少珍稀濒危动植物珍贵的栖息地，孕育
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也让重庆城市的魅力
得以提升，人民对生态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幸福
感越来越高。

（陈娟 余常海）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重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蓝天白云下的重庆蓝天白云下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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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为祖国策富强”的宗旨，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东亚银行”）
于 1918 年在香港成立，并于 1920 年
将其首家分行设立在上海，自此在内
地的业务从未间断。时至今日，东亚
银行已发展成为一家具领导地位的香
港金融服务集团。2021年9月，粤港
澳大湾区 （“大湾区”） 跨境理财通
正式启动，东亚银行正致力凭借自身
强大的跨境网络优势，积极为大湾区
内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方案，并
致力为实体经济作出贡献。

东亚中国参加东亚中国参加20212021年服贸会年服贸会

东亚中国将位于上海外滩的东亚银行大厦改建成东亚中国将位于上海外滩的东亚银行大厦改建成““沪港银行历史沪港银行历史
展览馆展览馆””，，为促进沪为促进沪、、港文化交流贡献绵薄之力港文化交流贡献绵薄之力。。

位于深圳前海的东亚银行大湾区总部位于深圳前海的东亚银行大湾区总部
拟于拟于20222022年启用年启用。。

东亚银行联席行政总裁暨环境东亚银行联席行政总裁暨环境、、社会及管制督导委员会主席李民社会及管制督导委员会主席李民
斌宣布斌宣布““东亚绿色艺术节东亚绿色艺术节””正式开展正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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