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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最年轻的议员

11月14日那天，新西兰众议
院就一份拟重新解释《怀唐伊条
约》的议案进行一读表决，遭到
毛利党议员反对。随着迈皮-克
拉克撕毁文件并唱歌起舞，在场
的多名毛利党议员也跳起“战
舞”表达抗议，其他党派的毛利
人议员也加入其中。面对混乱情
况，会议不得不暂时休会，直到
大约半小时后才重新开会，一读
通过了该议案。不过，由于缺乏
足够多支持，该议案将很难在众
议院的二读表决中获得通过。

迈皮-克拉克因为此事被停
职一天，这位现年22岁的女子去年
10月当选众议员，成为新西兰国会
最年轻的议员。她来自一个毛利
人家庭，祖父是一名社会活动家，
参与促成了2020年新西兰汉密尔
顿市政府移除英国殖民者汉密尔
顿的雕像，后者曾作为军事指挥
官参与对毛利人部落的作战。迈
皮-克拉克的姑祖母则是一名毛
利人语言活动人士，曾在1972年向
新西兰议会递交毛利人语言请愿
书。迈皮-克拉克也积极参与毛利
人相关事务，17岁时出过一本关于
毛利人历法的书。

2022年新西兰毛利人语言周
期间，迈皮-克拉克在国会台阶
上发表演讲，多个毛利人党派注
意到了这个年轻姑娘，询问她是
否愿意加入他们的政党。迈皮-
克拉克目前所在的毛利党，曾纠
结是由她还是其父亲作为该党
的议员候选人，最终因为需要

“年轻人的视角”而选择了她。

跳“战舞”不算新鲜事

新西兰实行一院制，国会仅
设众议院。本届议会在去年12月

组成，共有123个议席，其中毛利
党占6席，属于在野党。毛利党成
立于2004年，主张维护毛利人传
统利益，保护毛利人文化、习俗
和语言。

毛利人早在1350年左右就在
新西兰定居。自1967年起，新西兰
大选专门设置了毛利人选区，为
毛利人保留国会议席。越来越多
的毛利人政党竞逐议席、进入议
会，甚至成为决定政府组建的

“关键少数”。在政府推动、官方
组织建设和民间积极活动下，毛
利人语言和文化逐渐成为新西
兰人认识自己国家的重要内容。
比如，新西兰毛利人语言周开始
于1975年，目的是为了帮助更多
新西兰人认识到毛利语的本土
语言地位，鼓励他们使用毛利
语。

1987年，新西兰议会通过《毛
利语言法》，正式确立毛利语为
官方语言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
起，新西兰国歌之一《天佑新西
兰》也形成了先用毛利语演唱、
再用英语演唱的惯例。

“战舞”也是毛利人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源自毛利人开战
前跳的出战舞蹈，一般是集体起
舞，人数越多气势越盛。2021年，
新西兰队斩获东京奥运会7人制
女子橄榄球比赛冠军，这群不同
肤色的姑娘们就用毛利语喊着
统一口号，以整齐划一的动作跳
起了“战舞”。现在跳“战舞”已经
成为新西兰的文化标志之一，新
西兰国家篮球队、足球队、橄榄
球队等在一些对抗性很强的比
赛前也会跳“战舞”鼓舞士气，成
为国际赛场上的一道独属于新
西兰人的风景线。

近年来，毛利人在新西兰国
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2020年11月，纳娜亚·
马胡塔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成为
新西兰历史上首位女性毛利人
外长。她是毛利王室的近亲，曾

担任地方政府部长和毛利人发
展部长。去年10月，迈皮-克拉克
就是在一个毛利人选区中击败
马胡塔等对手当选议员的。

议案引发大规模抗议

新西兰没有成文宪法，英国
议会和新西兰议会先后通过的
一系列法律和修正案与英国枢
密院的某些决定一道发挥着宪
法作用，而《怀唐伊条约》就是其
中之一。1840年2月6日，英国王室
同500多名毛利人族长签订《怀唐
伊条约》，确立英国殖民统治的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毛
利人的土地权益和文化传承。就
此，新西兰正式成为英国殖民
地，这一天也成为如今的新西兰
国庆日“怀唐伊日”。

因此，对《怀唐伊条约》的重
新解释相当于修改新西兰的宪
法文件。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报
道称，该国三党执政联盟中的行
动党在11月7日发布了重新解释

《怀唐伊条约》的议案，短短三天
就引发大规模抗议。新西兰前总
理希普利直言，强行推进该议案
的结果就是引发内战。尽管该议
案在一片争议声中一读获得通
过，但各主要党派均表示不会对
其进行正式投票。新西兰工党、
绿党和毛利党发布联合声明，呼
吁现任总理、执政的国家党领导
人卢克森阻止这项立法议程，痛
斥该议案具有“分裂性”。

11月19日，数万名抗议者走
上首都惠灵顿街头，不少人身穿
毛利人传统服饰，高举毛利旗
帜，要求议会“毙掉那份议案”。
抗议者认为，若该议案成为法
律，将削弱毛利人的权利，破坏
种族关系和谐。迈皮-克拉克也
在抗议队伍中，很多人甚至是从
新西兰北岛的最北端一路开车
南下专程到惠灵顿参加抗议活
动的。

哈娜-罗希蒂·迈皮-克拉克：

在新西兰议会跳“战舞”的女议员
一名女议员怒目圆睁，一边唱起激昂的旋律，一边撕毁了

手中的法案文件，随后带动部分议员跳起毛利人标志性的“哈
卡战舞”……这一幕发生在11月14日的新西兰众议院，带头跳

“战舞”的议员名叫哈娜-罗希蒂·迈皮-克拉克，是众议院最
年轻的议员。那份引发争议的法案与新西兰建国文献《怀唐伊
条约》（又名《威坦哲条约》）有关，涉及毛利人的权利问题。

11月14日，迈皮-克拉克在新西兰众议院会议上高声反对一项议案。

近年来，兴业银行济南分行严格落实四部委两协
会相关政策文件及倡议，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并将减费
让利作为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聚焦降
费呼声高、企业及群众获益感高的基础支付服务,多措
并举,从降成本、破难题出发,帮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减轻负担，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

去年底，兴业银行总行发布《兴业银行关于调整部
分服务价格提升服务质效的公告》，在继续实施过往已
有降费政策的基础上，对部分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优
惠措施进行调整，取消银行承兑汇票工本费和商业承
兑汇票工本费，保持现有较低收费标准或手续费优惠
政策，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兴业银行济南分
行积极贯彻落实总行要求，加大宣传培训力度，确保政
策落实到位，同时，通过自查自纠等内控措施，保障政
策落实“不走样”。据统计，近三年来，兴业银行济南分
行已经累计减免金额1224 . 23万元，惠及客户数超过5
万户。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将严格落实支持小微企业融
资协调工作机制，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大助企帮扶力
度，全力支持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兴业银行济南分
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表示。

为积极响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发展
号召，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勇担国有金
融企业使命，以创新驱动为引擎、以
普惠服务为抓手，全力推动小微企业
融资协调机制落地。

迅速响应

工作专班高效运转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第一时间成
立工作专班，聚合分行各业务及部门
的主要负责人，确保提供强有力的组
织保障。同时，充分发挥专班的统筹
协调作用，优化资源配置，确保融资
协调机制高效运转，并同步要求辖内
各支行成立相应专班，主动服务企业
需求，从而实现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
行的高效联动，为小微企业融资协调
机制的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精准对接

打通金融服务“经络”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

执行。中信银行济南分行通过设立绿
色审批通道、限时办结机制和专人对
接等方式，确保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通过与
中信银行的高效对接，我们不仅解决
了融资难题，更增强了企业发展的信
心。”某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负责人对
该行的服务与效率表示认可。

创新产品

打造金融服务“利器”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不断创新各
种产品及服务模式，以满足小微企业
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如该行推出“科
创e贷”为专精特新小微企业提供灵
活便捷的信用融资支持，推出“商票e
贷”为供应链场景上游的小微企业盘
活资金流转。这些产品以灵活高效的
设计，切实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融资压
力，成为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的重
要工具。截至10月末，该行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客户较年初增长1200多
户，余额增长超15亿元，且服务覆盖

面还在持续扩大。

担当使命

畅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作为金融国企的重要成员，中信
银行济南分行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
放在首位，聚焦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
和难点，坚持推动金融服务从“看得
见”到“用得上”。该行通过“五专五强
化”模式，加大内部资源调配力度，做
到“应批尽批、能贷快贷”，推动政策
红利直达企业，确保小微企业融资协
调工作机制落到实处。“中信银行不
仅给了我们资金支持，更让我们感受
到国企的责任和温度。”一位小微企
业主由衷感慨。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表示，未来将
继续扎实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推
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做实做细，
同时将不断深化创新驱动，优化服务
模式，助力小微企业更稳健、更长远
发展，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
多的“中信力量”。

积极落实支付服务减费让利政策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

持续加大助企帮扶力度

金融活水润泽小微发展 中信担当书写普惠篇章
———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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