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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州融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融银物业）成立于2012年 6月，是一
家具有十余年商业物业管理经验的公司，
拥有商业物业管理面积约 80000 平方
米，在布匹市场商铺的租赁与管理方面具
有比较优势。

自成立伊始，融银物业秉承“敬业 服
务 创新”的经营理念，精益求精、尽善尽
美，倾力打造“恒森”商业物业管理品牌，
立足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布匹市场核心经济商
圈，为促进广州商贸经济繁荣发展不断作出
贡献。

减租纾困共克时艰

工厂车间，机器轰鸣；商铺超市，业
绩飘红；大街小巷，人来人往……今天的
中国正升腾着澎湃活力，展现出万千气象。

事非经过不知难。过去三年，广大企
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尤其是量大面
广的中小微企业受到了较大冲击。

入驻融银物业的商铺，大多从事纺织
面料批发经营业务，在过去多轮疫情冲击
之下，不少商铺收益断崖式下降，经营越
发艰难。

抗击疫情，没有局外人，更不能做旁
观者。

“每个商铺的背后，都是一家家工厂，
是大量的就业岗位和万千家庭。因此，我
们克服重重困难，为所有商铺减免租金和
管理费，选择用实际行动与商户共患难、
同进退。”回忆起疫情下的“抗战”，融银

物业项目负责人黄立武不无感慨。
从成本来看，房租是商铺比较大的固

定开支，减免房租也成了他们渡过难关最
大的诉求之一。融银物业领导班子成员无
一反对，“减免租金”成为共识。这一义
举对广大商铺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
雨”，切实减轻了商户负担，助力他们开
源节流，轻装前行。

黄立武表示，融银物业十分理解商铺
们所承受的困难和压力，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的同时，顶着巨大资金压力，数
次下调减免商铺租金和管理费，这是实实
在在的让利。当时大家想的，就是一起努
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此外，融银物业还在经营、宣传等多
方面支持有需要的商铺，让他们对未来的
经营有了更多信心。

融银物业的暖心举动得到了广大商户
的频频点赞。“这是雪中送炭，能让我们
缓口气，只要能撑下去，生意总会好起来
的。”融银物业实打实的帮扶举措，让许
多商户有了更多继续经营下去的意愿。

在黄立武看来，商场与每个商铺之
间，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唇齿相依，只有大家同舟共
济，才能共渡疫情难关。

大事难事见担当，危难时刻才更彰显
企业家的奉献和担当精神。黄立武表示，
抱团取暖、守望相助，从来都是共渡难关
的最好办法。

现实中，对于商业物业企业而言，
“减租行动”是一道选择题而不是必答

题。对商场而言，减租从来都不是法定义
务，而是一种善举、一种情分，他们也可
能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经营压力与挑战。在
选择面前，融银物业坚定地扛起了责任。

“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同舟共济，这
是融银物业一直不变的理念。”黄立武说。

持续提升服务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物业管理行业发
展迅速，在推动城市化、工业化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自成立以来，融银物业始终
以“客户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为宗
旨，提供“更周到、更规范”的物业管理
服务，赢得了广大商铺的认可和信任。

“招租首先要选择优质的商户，在我们
看来，优质的第一标准是声誉。”融银物业
招租的定位十分清晰，有原则地选择进入
物业经营的商户，“不能为了租金，什么商
户都招。要从源头上保障商城的品质”。

众所周知，物业管理的根本是服务，
坚持以业主需求为导向是物业服务的立足
点。在融银物业管理的商城，每一家商铺
入驻后都会切身感受到融银物业“以人为
本、服务至上”的理念，商户的合理需求
第一时间都会得到满足。

在服务过程中，不同商铺所需求的服
务也是千差万别。近年来，融银物业倡导
提供差异化、个性化服务，因此，了解商
户需求、与商户建立信任至关重要。

“做商业物业，就是与租户做朋友。
如果有租户的生意不好，我们会及时与他

们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并提
供针对性的建议和帮助。因此，很多商铺
主已经成为我们多年的老朋友。”黄立武
认为，这也是潮汕人的文化和基因，大家
互相照应，一起做事，一帮十，十帮百，
团结就是力量。

谈到商业物业在新时期的发展，黄立
武表示，影响商业物业形象的因素很多，
完善的物业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营造便利、安全的营商环境是做好商业物
业的题中之义。为了便于商铺批发、运输
布料，融银物业配套了完善的仓储、物流
设施，并以优惠价格向商铺开放。可以
说，入驻的商铺都能享受到融银物业提供
的一站式服务。

商业物业具有空间大、设备多、商号
多、客流量大等特点，物业管理与服务的
难度大、责任重。尤其是消防安全十分重
要，不得有半点松懈。十余年来，由于科
学管理、精准防患，融银物业管理的多处
商业物业从未发生过火灾等重大事故。

“我们根据相关消防法规的要求，结
合商场的实际情况，切切实实做好消防安
全工作，确保各商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同
时，融银物业还运用科学技术和先进设
备，做好全天候管理方案。”黄立武说。

矢志助力实体经济

在纺织行业，中小微企业占比超过
90%，其生产经营状况和发展水平关系着
纺织行业的发展质量。海珠区中大布匹市

场商圈是广州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之一，集聚
着众多中小微企业。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政策的放开，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人流物流畅通，刺激了消费的提升，融银物
业深刻感受到市场的复苏与活力。

一向看好实体经济的黄立武表示，融
银物业在2023年将新增6万-8万平方米
的商铺，扩大物业版图。其中的信心，源
自近几年殊为不易的发展成就，也源自疫
情三年同舟共济一起走过来的老朋友。

“我们不愁招商、不缺租户，结识多年的
商户纷纷主动提出仍要一起合作，这也是
我们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稳定的员工队伍也是企业健康持续发
展的前提。据介绍，很多在融银物业工作
十余年的老员工胜似家人，即使是最艰难
的时候，公司也没有裁员。

谈及未来，黄立武表示，融银物业
将继续脚踏实地做好实体经济、服务好
实体经济。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所
在，虽然规模小，但起的作用却并不

“微”。这几年，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是
不争的事实，应该为这些企业复苏增长
再加把劲。

谈及优化物业管理服务行业营商环
境的建议，黄立武说，物业管理服务行
业是社会最基层的管理服务单位，所要
管理的事情多而杂，关乎社会的稳定和
安全。希望政府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
进一步明确物业管理公司职责和权利，
让商业物业企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更
大社会价值。

融 银 物 业 ：
尽责任与商户共克时艰 优服务促商业创新发展

企业简介：

广州融银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是一家具有十多年商
业物业管理经验的专业
物业管理公司。公司位
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布
匹 市 场 商 圈 核 心 经 济
圈，拥有众多经营良好
的商户资源，目前管理
的商业物业共 5 处，面
积约 80000 平方米，主
要以商住楼、工业厂房
及沿街商铺为主，包括
恒森纺织城、恒森辅料
城、珠江国际纺织城 E
区大连廊物业等。融银
物业为商户配套完善的
仓储、物流设施，提供
一站式服务。多年来，公
司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
回馈社会，积极参与社会
公益活动。目前，融银物
业是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国
际创新谷纺织产业联合
会理事单位，公司创始
人、董事长周楚炎为广
州市海珠区个体私营协
会凤阳分会副会长。

恒森纺织城恒森纺织城
融银物业管理的恒森纺织城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布匹市场核融银物业管理的恒森纺织城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布匹市场核

心经济商圈心经济商圈

融银物业
是广州市海珠
区中大国际创
新谷纺织产业
联合会第一届
理事单位

抗 疫 三
年，融银物业
始终奋战在防
疫一线，彰显
企业担当。

离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创办
人星云法师圆寂，已经过去整整20天了。但
作为和星云大师有过几次深度交流的记者，连
日来，总会想起与他交往以及和他交谈中了解
到的，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促进同胞心灵契
合和倾力传播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些事情。

■从住院出院到再住医院，回佛光

山的3个小时仅为了交流

从2010年到2020年，记者10年中共与
星云大师见过6次面，一半是在大陆，一半是
在台湾。

2010年，当时我随大陆一个经贸文化交流
团赴台参访，头一次在佛光山见到了星云大师。
由于当时只是一个礼节性拜会，与大师基本上
没有太多的交流。直接对话大概不超过10句
话，基本上就是以听为主，最后合了一个影就
告辞了。此后他来大陆，我们又见了两次，这
两次见面开始有了稍微深入的交流。

但2014年初秋赴台，在佛光山的那次拜
会，让记者终生难忘，至今想起犹如发生在
昨天。

记者是那次参访的领队，当时同行的有某
直辖市涉台系统的有关同志，还有香港相关媒
体记者，以及内地相关媒体记者组成的赴岛内
参访“内地与香港媒体参访团”。由于和星云
大师已有的缘分（也可以说是交情）因素，到
高雄参访期间，经高雄一位佛教艺术家联络，
当时正在高雄市某医院住院的星云大师，知道
记者一行已经到佛光山来拜会他后，立刻从医
院赶回佛光山，在贵宾室与我们见面。此时的
星云大师已经87岁高龄，他一直坐在轮椅上
与我们交流。

这次交流，一开始我们从乡情聊起。大师
不会闽南话，也不会说普通话，一口纯正的扬
州话虽然很多人不太懂，但在台湾、在两岸，
在世界各地，他都有很多很多信众。

由于记者和大师彼此的故土都在淮河、运
河沿岸附近，相隔不过100多里地，相近的乡
音自然而然地拉近了我们的心理距离。因为大
师离家剃度时还是一个12岁的懵懂少年，加
之解放以前苏皖交界一带行政区划比较混乱。
所以，谈起彼此的故土，他对记者家乡只是隐
隐约约有点印象，甚至更准确地说，也许经过
几十年离开故土，对故乡百里之外的地方根本
就没有印象。但乡音，让他愿意去追忆。

星云大师不仅仅是佛门高僧，也是一位文
化大家。他善于运用媒体手段传播中华佛教文
化，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师便在台北民
本广播电台首创“佛教之声”节目；1979
年，于“中华电视台”制作了佛教团体第一个
电视弘法节目；1997年，创立“佛光卫视”，后
更名为“人间卫视”，是华人第一家宗教公益电
视台；同年又成立“佛光山全球资讯网站”；后
又创立了综合性报纸《人间福报》和佛光山人
间通讯社等。他用新闻方式报道佛教界发生的

事情。
因此，这次拜会大师，我们交流的主题集中

在中华佛教文化与两岸关系上。从他倡导的人间
佛教，到两岸媒体在传播中华佛教文化方面的作
用；从如何利用在世界各地弘法的机会传播中华
文化，到他近几十年来奔波两岸，推动两岸交
流，在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有
他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看法……一边听大
师讲述、开示，我们也不时互动。直到不小心听
到一旁的两位法师小声地对话：“师傅是不是该
回医院了”时，记者心里才猛地一惊，再看看手
表，此时我们和大师的交流已经长达 3 个多
小时。

因为太投入，我们全然忘了眼前这位已经
87岁高龄的老人一直是坐着轮椅和我们交流
的，顿觉心里愧疚难当。

而辞别一个小时后，当从佛光山媒体推发来
的我们与大师交流的新闻报道中才得知，其实刚
才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几个小
时前还躺在高雄市某家医院住院部的病床上，就
因为接待我们而特意从医院临时赶往佛光山，而

交流后又带着病体赶回医院住院。
一时间，我们这几位参访者顿觉愧疚难当，

眼眶湿润。如今，虽然几年过去了，而且如今大
师都已圆寂，但那次的事，却久久难忘却，内心
始终充满感动和自责。

近日据佛光山其他法师讲，晚年的星云大师
长期受到疾病折磨。2011年曾因缺血性脑中风做
过手术；2016年10月、虚岁90高龄的星云大师
因出血性脑中风入院，医疗团队紧急为他开颅移
除血块，没想到术后一恢复意识即要求回山上弘
法，当时在医疗团队极力劝说下，才说服星云继
续住院休养，但术后半年他又飞到大陆弘法。此
外，星云大师从2015年以后，视力渐渐模糊，听
力不佳，加上中风数次，体力不如以往。

■期望全世界酒店房间里都放一本中

国的“圣经”——《365日》

《365日》全称是《献给旅行者365日》，是
星云大师2014年总监修的一本收录了中国古今

多个朝代和时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书中
大约有近400位作者，800则作品，包括诗词、
歌曲、家训、座右铭、劝世文乃至经论等等。作
者既有唐宋八大家，如苏轼，也有明清小说家，
如曹雪芹；既有明朝大才子唐寅，也有新文化运
动重要参与者胡适；既有古代佛教高僧寒山，也
有当代大师星云本人；既有台湾诗人余光中，也
有大陆作家冰心；既有古代政治家，也有当代政
治家……

在2015年的一次赴台参访再见大师时，他
告诉我说，他一生云游世界弘法，在西方很多国
家宾馆的房间里，都能看到抽屉里摆着一本《圣
经》，供住宿的人读。

“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世界各
地的酒店房间里放一本我们中国人的‘圣经’？”
星云大师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何不把它整理出
来，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那样，不仅
可以为世界各地的华人，也为世界其他热爱中华
文化的人提供滋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献给
旅行者365日》2014年出版。

在书的序言中，星云大师写道：在人生的旅
途上，我们度过了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一
年又一年。面对着旅途彷徨无助，悲欢离合、荣
辱毁誉，成功的喜悦、失意的伤感，希望《献给
旅行者们365日-中华文化佛教圣典》这本书，
能够提供你一点帮助。

旅行在这一个世界上，除了能有家的庇护，
也有的人浪迹天涯、云游世界。《365日》将提
供你另外的音声，让你回味一下祖国的心、故乡
的情，找回一丝家人的关怀、朋友的友谊。这本
书中定能为你带来一些鼓励。愿疲倦的人看了有
振奋的精神，愿有委屈的人看了会开解心意。

……

■台湾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那些

人，到底还是中国人

对于民进党当局在文化上“去中国化”，有
复辟“皇民化”教育趋势，星云大师极力反对，
并鼓励用人间佛教抵制“皇民化”和“台独”
文化。

星云大师说“人间佛教”根源于中国传统佛
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他在台湾从1953年推行开

始，便遭到当时宜兰县当地保守势力和坚持“皇
民化”势力的威胁与排斥。

由于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有地方保守势力在极
力维护日本“皇民”文化，在佛教上，他们企图
用日本佛教文化取代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后来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很多工作需要中国文化做基
础，而“人间佛教”推广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个氛
围。虽然当时困难重重，但他还是推广。那时选
择从年轻人开始做工作，把“人间佛教”带起
来，让台湾回归中国佛教。

于是，星云大师在宜兰搞了个很多年轻人参
加高唱佛教歌曲的歌唱队。后来时间长了，台湾
的年轻人从此爱上了人间佛教，甚至后来有的人
到了寺庙就不肯离开……

“为了推行‘人间佛教’，为了守住中国佛教
文化阵地，我还在寺庙开设了文化补习班，帮台
湾青少年补习汉语。”星云大师说。

而谈起现今台湾一些人受“台独”教育的影
响，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星云大师举了一个例
子说，就像一个叛逆的孩子，想要说和家庭决
裂，从此不再承认自己的父子母子关系一样，但
无论他如何叛逆，如何不讲理，但无论如何也没
法改变他与他的父亲母亲的这种血缘关系。同
样，台湾2300万人民，除了少数原住民之外，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从大陆沿海地区，如福建、
江浙、广东移居来的台湾。文字、语言、生活习
惯、宗教信仰等都血肉相连、一脉相通，这些实
实在在地说明大家都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明
明就是中国人，现在他说自己不是中国人就不是
中国人了？他的血缘和基因能改掉吗？”

星云大师一生期盼统一，希望两岸和平，他
说，“我一生爱中国、爱台湾、爱中华文化，我
和大家过去的祖先一样，在怒海余生中来到台
湾，因此，惟愿国泰民安，别无他求。”

斯人已去，惟愿两岸早日统一告慰远去的
大师！

乡音不改，乡情不变
——忆中华文化传播者、弘扬者星云大师

本报记者 高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