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昨天夜里启幕的今年第一场梅雨来势汹汹。
据市气象台消息，今天我市将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
和很多人记忆中“缠缠绵绵到天涯”的梅雨不同，今年的梅雨走“雷厉风行”的

路线。从目前的预报看：明天，随着雨带南压，我市降水会有明显减弱；等到周五、
周六，又会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在等着我们，尤其是周五，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
区有暴雨。

一场接一场的降水，有望改善我市前期降水偏少的局面，特别有利于水库蓄
水，但是强降水又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大家要注意防范。

记者 石承承 陈烨 殷欣欣 通讯员 虞南 陆明光 胡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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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是余姚最早一批乡镇企业。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期，黄和钦的企业名为“余姚铝制品厂”，从为别人配冲
压零部件配套转型到自主研发生产铝制品饭盒菜锅。
1985年4月，企业的第一种产品炒菜锅问世，当时打的是
合作方江西企业的牌子“长久牌”。接着，他创立了自己的

“五谷牌“商标。先与余姚百货公司合作，又与上海百货公
司签订了工商产销协议。通过上海滩，“五谷”的产品流向
大江南北，进入宾馆酒店和寻常百姓人家。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五谷”迎来一个发展的历史机
遇期。1992年8月，“五谷”完成了第一次集装箱产品出口
到日本，1993年，“五谷”年销售收入超千万元，成为余姚
市重点企业，当年，企业也成为余姚的创汇大户。

企业成长了，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更高了。“五谷”的
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有金融机构合作。上世纪90年代后
期，“五谷”因跟全国很多百货公司业务往来比较多，交易
对象多使用银行汇票，原先合作的那家金融机构银行汇票
最快也需两到三天才能到账，已经满足不了企业资金周转
的需求。听客户介绍，工行服务比较好，银行汇票汇兑时
间快、不拖延，黄和钦就试着在工行也开了企业账户。

“我们把一家百货公司支付的货款汇票交给工行，他
们可以在2个小时后把钱打入企业账户，我们就决定选择
与工行合作。”回忆起20多年前这段金融机构合作插曲，
黄和钦仍然记忆犹新。“是工行过硬的服务能力建立了我
们最初的信任。”

与工行结缘后，黄和钦的“五谷”迎来了更好、更快的
发展。1996年，黄和钦的乡镇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改
制过程中，五谷公司需要支付政府股权转让费，遇到了一

些资金问题。原先抵押给银行的土地证、房产证，应该还
款后取出来办新证，可这个阶段企业拿不出那么多资金还
给银行。当时，工行余姚支行领导积极为企业想办法，为

“五谷”解决过渡资金拆借，帮助企业顺利改制。
“1996年，‘五谷’能够顺利改制离不开工行的鼎力支

持，这个至今我们都记着。”黄和钦说，在后来企业发展过程
中，他们始终坚持工行作为最大甚至唯一金融合作机构。

时间过得很快，黄和钦的企业发展越来越大，2014
年，“五谷”以1.23亿元收购余姚当地一家台资企业“宝兴”
时，再一次得到了工行的鼎力支持。在工行的帮助下，解
决了资金问题，顺利收购了“宝兴”。

如今，已到退休年龄的黄和钦已将企业主要业务交由
两个儿子打理，黄和钦创立了“五谷”，两个儿子继续发展和
壮大“五谷”，将“五谷”发展成为了联合企业，旗下拥有9家
涉及不同行业的公司，品牌经营战略让“五谷”成为中国驰
名商标、浙江省出口名牌，其中1家企业已经在新三板挂牌，
另有香港证券公司登门为其谋划更长远的发展规划。

黄和钦说，“五谷”不会忘记工行这么多年的支持。从
1993年算起，工行余姚江南支行已先后更换了9任行长，但

“五谷”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他们。现在，工行还支持“五谷”的
“创二代”发展实体经济，他希望这份信任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记者了解到，工行宁波市分行30多年来始终与宁波
地方经济同呼吸、共命运，紧扣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本质要
求，发挥优势，主动作为，为宁波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资金保障。工行宁波市分行曾连续多年被宁波市
政府评为“金融服务综合考评一等奖”“融资贡献奖”。

记者 张寅 通讯员 徐文蕾 文/摄

“信”字当头
工行传承青春力量坚持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需要
青春力量的传承吗？宁波五谷联
合企业的发展史给出了一个明确
的答案。

25年来，工行余姚江南支行
先后9任行长始终如一支持“五
谷”的发展，陪伴企业经历上世纪
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新世纪以
来的大发展等企业发展的每一个
重要阶段。“25年来，这家企业坚
持诚信经营，没有出现过坏账，没
有拖欠任何利息，没有涉及第三
方担保给我行造成损失，企业的
不断发展壮大给了我们服务下去
的决心，也鞭策着我们不断提升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现任工行
余姚江南支行行长邵佶钦说道。
如今，“五谷”已经发展成为五谷
联合企业，旗下拥有9家涉及不
同行业的公司，品牌经营战略让
“五谷”成为中国驰名商标，而“五
谷”不忘初心，坚定地选择工行成
为银企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

我市今天入梅
创12年来最迟入梅纪录

今天，我市正式入梅，创12年来最迟入梅纪录。入梅
后的首场降水就在今天，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

昨天傍晚，一场豪雨突然来袭。
雨下得有多大？记者切身感受了一下：几乎没有任何防备，

豆大的雨点拍在车窗玻璃上；继而，大雨就像是一澡盆的水打翻
一般劈头盖脸砸下来，即便把雨刮开到最快，眼前仍是模模糊糊
一片。

尽管已是下班高峰，因大雨骤降，路上一度显得有些空旷，
不少骑电动车出行的人干脆把车停在桥洞下，等待雨势减弱。

市气象台说，这场雨一路从慈溪下到镇海、海曙、北仑。大
部分地区的雨量集中在10-20毫米，达到中雨标准；镇海个别气
象自动站雨量达到30-40毫米，达到大雨标准。

一直到晚上6点半左右，雨水才渐下渐止。
突降大雨，会是等了很久的“正宗”的梅雨吗？市气象台给

出了否定的答案，这场雨只是夏天常见的雷雨。

昨天傍晚，受雨水影响，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
在百丈东路、开元大酒店门口，积水比较严重。市民李女士

说，晚上6点40多分，雨已经停了，她下班经过此地，发现积水没
有消退的意思，尤其是非机动车道，积水十多厘米，比中间机动
车道要深得多，一些电瓶车和自行车趟过去，轮胎周围水花四
溅。

环城南路麦德龙立交桥、铁路桥洞下有严重积水。因沧海
路上方有积水，南环高架西往东后方排队，交警现场引导车辆在
环城西路下匝道，钱湖北路下匝道走地面道路。同时，机场路高
架车辆也行驶缓慢。

这场短时暴雨正好赶上晚高峰，延长了晚高峰的时长。

被雷雨抢走风头的梅雨无法继续“淡定”。
市气象台说，尽管今天我市才正式入梅，今年第一场名副其实的梅雨在昨天

夜里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落下。
通常，我市每年在6月13日左右就会入梅。和常年相比，今年的梅雨已经足

足迟来了一个星期。
姗姗来迟的梅雨还刷新了12年来最迟入梅纪录。市气象台提供的数据显示，

从2007年到2017年，梅雨来得最晚的是6月17日，分别出现在2010年、2012年
和2014年。

此外，像2013年和2015年，梅雨早在6月7日就已经落下。
和往年相似的是，今年我市梅雨季形势依然不典型，以过程性降水为主，而且

雨带南北摆动，分布不均。

赶在梅雨前，先下一场雷雨

受雨水影响，昨日部分路段出现积水

12年来最迟的梅雨季

今天将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在百丈东路、开元大酒店附近，积水比较严重。记者 殷欣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