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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城筑丹心：从志城银行到工行南站支行
坐落在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118

号的原奉天志城银行旧址，一座在特
殊年代书写出特殊篇章的小楼，一位
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党员，都使
得这座身处繁华但楼体灰白泛旧的
建筑——工商银行沈阳南站支行，散
发着独特的气质。

建于 1932 年的志城银行建筑面
积2000平方米，砖石建筑，对称结构，
有着浓郁的古典韵味。

建造之时已是沈阳被日本侵占
并着手全面侵华之时，为了掠夺更多
的金融资产为战争所用，伪满政府勒
令各私营钱庄合并改组为银行。无
奈之下，由山西曹家控股的渊泉溥、
富森竣、咸元惠、义泰长、锦泉福五家
钱庄及中共地下党员奉天贷业同业

工会主席巩天民决定合并到一起，创
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

巩天民是志城银行的第一任总经
理，志城银行的名字取“众志成城”之
意，表面上看是银行，而且是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在东北最有影响力的大银
行，实际上志城银行是中共晋察冀驻
东北的一个秘密情报站，也是东北存
留时间最长、隐蔽最深的情报站。

巩天民利用自己总经理的身份
和志城银行的有力条件，在这里转移
潘汉年、车向忱、高崇民、周梅影等多
名共产党员，有时还用志城银行的运
钞车和警卫为党护送机密文件和情
报。后来，这里被人们称为沈阳闹市
街头的谍战纪念碑，正是这些仁人志
士，在与敌人的暗战中，志城银行似

一把看不见的利剑，直插敌人要害。
志城银行由于有中共地下党的

领导，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与进步
商人，他们不惧多方威逼利诱打压，
与侵略者斗智斗勇，一次次逃过日本
侵略者的渗透控制。

巩天民是志城银行的这座建筑
的灵魂，作为沈阳地区最早的一批共
产党员之一、杰出地下情报工作者，

巩天民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一生未公
开党员身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等多个历史时期提供了大
量有价值的情报，为革命胜利做出了
突出贡献。“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这是巩天民的座右铭，
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传奇的
一生，“谍战”经历的惊心动魄，让这
座古老建筑因他而生动鲜活。

志城银行与工商银行的渊源甚密，
是工行的前身，也是工行历史演变至今
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志城银行与
奉天实业银行合并，仍保留志城银行名
称；1950 年建立公私合营志城银行；
1955年志城银行业务由人民银行逐步
接管，后改为人民银行沈阳分行；1984
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中剥离出

来，接管了志城银行旧址为今天的工行
沈阳南站支行。可以说工商银行从产
生初期血液里就带着红色基因。

自工商银行和平支行接管和使
用该建筑起，至今一直保护完好，门、
窗、楼梯、地砖、地板始终保持着历史
原貌，老旧的大沙发被工行员工细心
维护着，单独放到一个房间计划着对
外展出。工行南站支行悉心呵护历
史建筑并持续梳理志城银行历史脉
络，搜集有研究价值的老物件，共建
志城银行党史纪念馆，填补中国共产
党在沈阳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
空白。工行发扬一脉相承的红色基
因，传承巩天民先生的家国情怀，打
造党建品牌文化，全力做好本职工
作，为做强做大金融事业矢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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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董丽娜报
道 到 2021 年底，将沈阳打造成全国
5G 网络建设领先城市，打造 5G 产业
园区。将浑南区和中德产业园打造
成为5G核心引领区和应用示范区。

近日，沈阳印发《沈阳市 5G产业
发展方案（2020-2021 年）》。在加快
5G 网络基础设施部署方面，提出将
5G 网络建设所需站址等配套设施纳
入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并推动“通信
塔”与路灯杆、公安监控杆、交通信号
杆等“社会塔”共建共享。

“方案”是为抢抓 5G 发展机遇，
全力推进沈阳市 5G 技术、产业和应
用发展，壮大数字经济而制定。“方

案”提出，沈阳将布局5G相关产业链
条和集群，打造 5G产业园区，全市培
育 5G 产业链企业 100 家以上，5G 相
关产业规模达到 200 亿元，带动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实现业务收入 3000 亿
元。5G 技术在工业互联网、车联网、
智慧城市等领域示范引领作用凸显，
培育 50 家“5G+工业互联网”试点示
范工厂和示范园区，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

“方案”共提出 5 项重点工作：在
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部署方面提出，
制定沈阳市 5G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
划，将 5G 网络建设所需站址等配套
设施纳入市级国土空间规划。为 5G

基站设施接入电网提供便利条件，做
好供电保障。重点解决进场难题，正
确引导舆论导向。推动“通信塔”与
路灯杆、公安监控杆、交通信号杆等

“社会塔”共建共享。
在建设数据智能基础设施方面，

提出争取工联院辽宁分院和国家工
业大数据中心辽宁分中心落户，推动
辽宁电力东北能源大数据中心、紫光
工业云、华为城市云、各运营商数据
中心等项目加快建设进度，发挥重大
项目引领带动作用，提升沈阳各云计
算数据中心综合服务、安全防护和绿
色节能水平。

在加快 5G 技术创新研发方面，

提出开展 5G 工业应用技术研发，突
破基于 5G 的工业无线网络接入、传
输和边缘计算等核心技术；开展 5G
车联网技术攻关，研发自动驾驶、智能
车载通信系统等新技术；加快5G创新
平台载体建设，推动国家机构和重点
企业设立5G研究院、创新中心等。

在加快推进 5G 产业创新发展方
面，提出做强 5G设备产业，研发和生
产 5G 芯片新型硅基材料、5G 设备专
用缆和配件、5G专用无线通讯模块以
及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发展 5G 特
色关联产业，支持基于 5G 技术的机
器人、无人机、智能车联网、位置服务
等产业发展；培育 5G网络安全产业，

搭建5G、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和
安全防护平台。

在加快推广 5G 融合应用方面，
进一步丰富 5G 应用场景，加快从单
点应用向规模应用转变，推动“5G+
工业互联网”“5G+车联网”“5G+医疗
健康”“5G+融媒体”“5G+智慧文旅”

“5G + 智 慧 教 育 ”“5G + 城 市 治 理 ”
“5G+智慧农业”等试点示范。

优化 5G 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建
设 5G产业集聚区，推动浑南区、铁西
区打造 5G核心引领区，打造和平区、
沈河区、皇姑区、大东区、沈北新区等
创新应用区。培育和打造 5G创新产
业园。

沈推动5G“通信塔”与“社会塔”共建共享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
道 看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图文展，
参与党史知识问答，还有手写作品征
集与展示活动等期待市民来参与。

7 月 1 日，沈阳市图书馆推出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暨迎接
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市民可参与
四项云上活动。

沈阳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历久弥新》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
图文展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主题，
以党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对党的
一大至十九大精心梳理，回顾中国共

产党自成立以来的辉煌之路。此次
展览展出至7月10日。

《党史知识知多少》有奖问答活
动，也将从即日起开始，持续至7月10
日，读者通过进入线上答题系统后，
题库会为读者随机抽取 10 道有关党
史知识的题，进行组卷，“相信读者们
在答题的过程中也会对党史有一个
更好的了解”。

同时，沈阳市图书馆还推出了
《迎七一 · 一句手书》手写作品征集
与展示活动，活动时间至 7 月 11 日。
参与者可根据喜好自行选择和七一
建党相关书籍内容，完成书写，将书
写作品拍照，并提交参与征集活动，
由工作人员统一筛选并整理。入选
作品将在沈阳市图书馆网站及微信
平台上进行展示。

此外，系列活动还包括《党的知
识》线上英语答题竞赛活动，活动时
间至7月5日。

此次系列活动均在沈阳市图书
馆官方微信推出，市民可通过关注沈
阳市图书馆官方微信参与活动或了
解具体活动参与方式。

沈阳市沈水湾公园东口的栈道
旁，今年62岁的王庚强在这里卖水已
经10年了。

眼见着工地变成了沈阳市有名
的地标建筑，浑河水也越来越清，沈
水湾公园里越来越多的市民在锻炼、
游玩；他想给这里再添点色彩，三年
前，他在自己卖水的小车前搭上了一
个红色的小旗：介绍对象！

三年里，他这里已经登记了 200
多名人。“想给自己一个路遇的机
会！”对于登记，90后的小美（化名）这
样说。

每天上午 8 时，老王准时推着自
己的小车出现在浑河北岸青年大街
桥西侧沈水湾公园东口的栈道旁；每
天下午4时许，他收摊回家。

老王从事过很多职业，10 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工地时他就开始守着
这儿卖水和一些小零食。

“开始主要是卖给工地上的人，
他们天南海北的。工地完工之后，沈
水湾公园里也越来越热闹，很多来锻
炼的、遛弯的也成了我的主顾。没事
儿他们过来我这里买东西，也会歇一
会、聊聊天。”老王介绍。

之前有工地上的工人结束了工
作离开沈阳时和老王来告别：“我就
问他们，说就留下吧，沈阳多好啊。
他们笑着说沈阳也没有家啊！”这句
话扎了老王的心。

老王在1995年就离婚了，一直也想
再找一个伴儿，但是没有遇到合适的。

促使他拉起这个小旗的，也是在
他小本上第一登记的人。

“也是个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顾
客，在我这儿买水五六年了，有一次

她开玩笑和我说，你这儿天天人这么
多，干脆帮大家介绍对象吧。”老王回
忆，“我一想，反正我这儿卖水也不
忙，完全可以帮这个忙，这也是做好
事儿啊。”

至此，老王小本上的人越来越
多，到现在已经能有200多人。

“姓名、年龄、学历、工作单位、兴
趣爱好、对对方的基本要求，这些都
是必须的。我虽然不是专业的，但也
不是啥样人都给登记信息，比如那些
一看就没真心的我就不理他们。”老
王说。

老王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在登记的
人中互相推荐：“如果基本信息感觉合
适，双方也都同意，我就把电话给他们
对方，让他们对方自己再去相处。”

这几年，老王还真成功促成过几对。
记者拨通老王小本上最近留下

信息的一名90后女生小美的电话。
“王大爷天天都在这里出摊，我

天天都在沈水湾跑步锻炼，算是熟悉
了。在他这里买水的、登记的大多是
在沈水湾锻炼的人群，我觉得也应该
都是很靠谱的人。怎么说呢，就算是
给自己一个路遇的机会吧！”小美说。

老王说自己在这个公园里这么
多年，见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人在
这里收获了另一半，有人在他的鼓励
下积极地面对生活。

平时每天老王能卖出一两百元
的货品，赶上节假日，最多能卖出700
多元的货品，月收入也能有 3000 多
元。他很爱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帮
着介绍对象的事儿很有意义。

他说很相信爱情，他也在等自己
的另一半。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本报新闻热线（024）22699110。

近日，由沈阳市文明办、沈阳市
教育局、沈阳市生活垃圾分类办主
办、沈北新区教育局、沈阳师范大学
沈北附属小学承办的“分类投放树新
风文明环保爱家园”2020年沈阳市垃
圾分类教育实践活动在沈师沈北附
小如期举行。

据悉，沈北新区教育局在2019年
7 月份开始，启动教育系统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一年来，全区中小学校及
托幼机构迅速行动、广泛参与，校园
生活垃圾分类及餐厨垃圾收运处理
工作取得了新成效。目前，全区50所

中小学校全部按要求设置环保屋，
75000名师生规范投放生活垃圾。

为切实落实落细落准垃圾分类
工作，沈北新区教育局聚焦健全组织
机构、完善制度措施、规范分类处置、
开展宣传教育、志愿服务活动等五个
方面开展了工作。组织全区 50所中
小学校与光大环保餐厨处理有限公
司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与企业签
订再生资源回收协议，实现生活垃圾
分类和减量知识教育在全区中小学、
公办幼儿园全覆盖。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市民可参与云上观展等多项活动

沈阳市垃圾分类教育实践活动在沈北举行

沈阳市图书馆推出网上浏览学
习党建知识问答等活动。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公园门口卖水兼职当月老
他的小本上登记200多人

3年里，王庚强利用卖水间隙为人们义务当红娘。 辽沈晚报记者 吴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