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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头，
带你寻找
有意思的乡村

10 奉化金峨村奉化金峨村::

金溪河畔再造生态旅游产业链金溪河畔再造生态旅游产业链

11 近万小时真情服务聚人心

——记全国“老有所为”先进典型人物严婉贞

12 铁军铸就平安铁军铸就平安

大爱守护幸福大爱守护幸福

——江北连续第十三年被命名为“平安区”的背后

在长街镇，网上银行的业务
相当一部分与村民相关。

正因如此，在向阳村试点
时，一开始有村民持反对意见，
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村民，觉得
要跑到镇上银行取钱太麻烦。

让村民取钱更方便，这成了
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建制村
助农服务点应运而生。

作为扎根长街的金融主力
军，宁海农村商业银行长街支行
主动下沉机构，坚持“广覆盖、多
层次、可持续”的发展原则，真正
把银行办到百姓家门口，基本实
现“基础金融不出村”的目标。

长街镇共有金融机构 4 家，
农村商业银行长街支行是唯一一
家将机构网点延伸设立在除中心
村长街村以外建制村的金融机
构。目前，长街支行共设有长街
支行营业厅、山头分理处、岳井
分理处及青珠农场分理处 4个机
构网点。合理的网点布局，创新
的网点服务方式，不断拉近空白
区域村民与农村商业银行的距
离，有效满足村民的支付结算需

求。
宁海农村商业银行在全省首

次引入“微银行”概念，在地处
偏远、人口较分散的山区，开办

“POS 助农取款”业务。开办之
初，因助农 POS 仅可受理银行
卡结算，而农村皆以存折户居
多，且多数村民都有“宁可看不
懂存折，也不信卡”的心理，导
致助农 POS 成了“摆设”。为了
让百姓能享受到助农 POS 带来
的便利，金融服务员在长街镇政
府的支持下，组队进村宣传，上
门为村民办理折转卡业务，以

“一条龙”式服务让一部分农户
先体验这足不出村即可享受的金
融服务。村民切身体会助农POS
带来的便利后，口耳相传，使更
多村民自愿前来营业部办理折转
卡业务。其中，试点村青珠村全
村 500 余位老人中就有 400 余人
办理了借记卡。普惠金融，逐渐
走入村民的生活，也改变了大家
的金融理念及习惯。

为满足村民对更丰富的金融
业务办理的需求，宁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街支行升级助农POS，在
助农金融服务点引入了“助农终
端”。助农终端较之于助农 POS
功能更齐全，让村民在家门口
就 可 得 到 小 额 存 取 、 转 账 结
算、账单查询、公共费用缴纳
及领取各项惠农补贴等多项金
融服务。目前，长街支行已在
19 个建制村布放助农终端机 21
台，10 家助农金融服务点被人
行宁海县支行评为 AA 级，5 家
评为 A 级，在全县助农终端交
易量前十的助农金融服务点中，
就有4家位于长街镇。

青珠村离镇区有七八公里的
路程，村助农服务点就设在村委
会办公大楼内。王式泽是助农服
务点的负责人。他说，村民基本
不用到镇上去取钱，多的一天，
助农服务点取款金额有好几万
元。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普惠
金融的便利。

世界银行专家组对此进行了
专题调研，对宁海农村商业银行
的助农金融服务点建设给予很高
的评价。

服务网点“下沉”，不出村就能取钱

本报记者 孙吉晶 宁海记者站 蒋攀 通讯员 苏敏宣

“您0781账户3月28日1325
支 出 5120.00 元 ， 可 用 余 额
566014.86元，对方：丹城老蔡家
具加工店。”这是最近宁海长街镇
向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李
庆鲁收到的宁海农村商业银行一
条关于村委会购买会议室桌椅的
扣费短信通知。

自去年年初长街镇推出“网
银计划”以来，长街镇所属各建
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都能
在村集体账户收支变动的第一时
间收到短信通知。

通过网上银行操作完成授权
和转账，宁海长街镇在全省开启
了村集体网银应用新模式。此举
减少了村集体支出现金流通，既
能有效保障资金安全，也大大缩
短了办事流程和办事时间。

“以前村文书 （出纳） 要去银
行柜台办理业务，手续繁杂。实
行统一集体网银转账后，每笔转
账记录都可以查出来，哪怕是一
两百元的费用支出。”长街镇农村

集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负责
人王明科如是说。

新模式不仅仅让村集体开支
趋于透明、规范，同样也给村民
一个明白。凡是上面发下来的土
地租金、虾塘承包款以及各种各
样的补助金、慰问金，一改以前由
村干部分发或村民到村委会或生
产小组长那里自行领取的老方式，
每一笔资金都通过网上银行打入
相关村民的账户中。这样一来，进
入村民口袋里的每笔账都有了一
清二楚的支付依据，做到不遗漏、
不滞留，给村民一个明白。

据介绍，去年年初长街镇在
向阳、月兰等村试点以来，该模
式逐步推开，目前实现了全镇 42
个建制村全覆盖。长街镇农村集
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提供的
数据显示，去年 8 月到目前，全
镇共计产生网上收支转账 1850余
笔、金额 4360余万元，单笔业务
平均办理时间缩短近 70%，未发
现一起资金支出安全隐患。

网上完成授权和转账，
开启结算新模式

一直以来，村集体财务收支
以现金或者支票转账方式进行。
在涉及村民的征地、青苗补偿款
等款项发放的具体操作过程中，
村里一般委托村民小组来做工
作，先由村里下发到各村民小
组，再由村民小组负责人分发给
有关村民进行签字确认。村里和
村民之间多了一道中间环节。两
年前某村曾发生一村民小组长领
取了全队的征地款，但由于没有
及时下发到各户，在村民中造成
了不良影响，这件事给如何完善
制度带来了反思。

长 街 地 处 宁 海 东 部 平 原 地
区，是个典型的农业大镇，全镇土
地流转率90%以上，农户每年的土
地租金收入多的有五六千元。即便
是一个人口相对较少的村，每年的
土地承包金也有三四百万元。这笔
资金能否及时、安全地进入村民的
口袋，不是一件小事。

“在宁海县纪委出台权力清单
36 条之后，村级管理逐步规范，
干部权力运行受各方监督，但仍
有个别干部想绕过清单，依照老
惯例、老办法操作。”长街镇纪委
书记胡维兵说。

在胡维兵看来，现在老百姓
都盯着一个村“当家人”手中的
权力，其中最关注的就是村级财
务问题。在长街镇，大的村庄有

几千人，下设 30 多个生产小组。
以前凡是下发给村民的钱，都要
通过村干部或者生产小组长转
发。村干部一旦违规操作，后果
不堪设想。村民到政府部门信
访，一部分就是由此原因引起的。

周祖积是长街镇浦东村的文
书兼出纳，为了钱的事，经常要
和村民打交道。他道出了其中的
酸楚：以前到了年底那几天，给
村民发放补贴，领钱的时候，有
的村民不在家，发放补贴要跑好
几趟，也有年纪大的村民字也签
了，章也盖了，可等过了一段时
间，却说没有拿到过钱，这又让
人哭笑不得。

传统支付模式存在的诸多弊
端，让长街镇纪委下定决心完善
干预机制，健全“三资管理”特
别是村级财务支收制度，实现源
头防腐。胡维兵说，推出村集体
支付结算网上银行，一方面，是
让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尽可能少
碰集体和村民的钱，打消一部分
人的“歪”念头，给村民一个

“明白”。另一方面，凡涉及每家
每户的资金，由网上银行打入村
民的账户，村干部不再直接经
手，也给了村干部一个“清白”。

网银结算，为村务开支增添
了一道“安全阀”，长街镇政府也
成为全省第一个“吃螃蟹者”。

缘起：
让村民对村级财务支出和村干部不再质疑

近年来，宁海县以建设农村
金融综合服务试验区为契机，在
长街镇试点打造“布点功能化、
服务便捷化、产品普惠化”的便
民、惠民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
此，长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长街创建金融综合服务试验
区建设试点镇，为创新村集体支
付新模式提供了条件。

去年年初，宁海农村商业银
行以该行普惠网点密集的长街镇
为试点，探索推出以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为服务对象的网上银行业
务应用新模式。新模式在不改变
原有审批环节的基础上，为村出
纳与代理会计配备专用 U盾，由
其通过网上银行操作共同完成授
权与转账，免去出纳赴银行柜台
办理转账手续环节，实现无纸
化、电子化、网络化资金运管，
达到资金实时运管和风险动态防
控的目的。

结合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
算办法》 和 《长街镇村集体财务
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长街镇
出台了村集体网上银行管理制

度。网上银行基本原则是，集中
管理、分级负责、确保安全、讲
究效益。

集中管理是指开通单位网上
银行业务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由“三资”管理中心代理会计负
责日常支付账户维护与管理；分
级负责是指开通网上银行业务的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提供支
付账户，保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资金安全；确保安全是指采用硬
件技术、业务分级授权的双重安
全机制，保障网上银行系统正常
运行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安
全；讲求效益是指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力求实现结算效率与效
益的最大化。

据宁海农村商业银行长街支
行行长张振杰介绍，网上银行的
业务范畴包括账户状态及其余额
的查询、历史交易明细查询、票
据查询等以及银行收支结算，符
合 《长街镇村集体财务管理制
度》 手续支出发票，可以用网上
银行支付的各类转账。

他告诉笔者，网银账户原则

上一律要求同时具有支付 U 盾、
复核 U盾及短信提示三重安全防
护功能。支付 U盾由村出纳员负
责保管，复核 U盾由代理会计负
责保管，这样的安排实现了双保
险。

网银支付作为新生事物，在
向阳、月兰等村试点时，遭到
一些上了年纪的村出纳和会计
的反对。对这些五六十岁甚至
年过古稀的工作人员来说，重
新学习电脑操作无疑是一件难
事。

于是，长街镇推行代理会计
制度，由年轻人带老年人，帮助
实现网上操作。目前，长街镇有
5 位代理会计，每个人负责几个
村。邵雪贞是代理会计之一，她
负责下塘、洋湖、平原等 9 个村
的业务。随着工作的推开，村里
的出纳和代理会计慢慢体会到了
由此带来的便利。

大祝村推行网银支付已有一
年多时间。村出纳鲍海燕深有体
会地说，“以前村出纳办一次业
务，不仅要在镇村、银行之间来

回跑。最麻烦的是去银行柜台办
理业务，手续繁杂，收支业务多
时，一天要跑好几趟。”

周祖积的手机里，收藏着一
份填写完整的浦东村户主账号登
记表，组别、户编号、户主姓
名、联系电话、账户等信息十分
齐全。“以前一到年终那几天，
给村民发误工补贴，给大家分
钱，起码要花几天时间。现在坐
在电脑桌前只需 5 分钟就能搞
定。”他说，钱支付后，都有记
录。万一碰到说不清楚的村民，
银行卡一查，有凭有据，再也不
怕说不清了。

五福村出纳冯德钱今年 73
岁，出纳已做了 9 年。如今他在
镇代理会计的帮助下，学会了网
银支付。“现金不用发放了，负
担减轻了不少。”老人说，新东
西需要年轻人来干，再过一段时
间，他就要退了。

根据制度规定，村经济合作
社与其他单位和个人1000元以上
的经济往来，能通过开户银行转
账结算的，就不得使用现金收
付。王明科说，“网银”带来的
不仅仅是操作便利，更重要的是
让村集体的每一笔账务都清楚、
透明。今后，农村“三务公开”
中的财务公开直接公示银行转账
记录清单就可以了。

网上支付，风生水起

宁海长街首创村集体支付结算网上
银行应用模式，村务开支基本不再现金
流通——

给村民一个给村民一个““明白明白””
给干部一个给干部一个““清白清白””

“利用网上银行和互联网新
技术，我们加强了对农村三资管
理的源头防腐、源头防控。今年
还计划在‘网银计划’的基础
上，整合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
十六条、三资管理等其他财务制
度，联合县农审中心审计监督，
构建一个三资管理事前监督的

‘系统云’。”胡维兵介绍，“‘系

统云’会按照各报账内容给予温
馨提示，一旦条件有异常，还会
及时提示各级监管责任人进行干
预，保证每笔财务去向清晰明
了、依法依规。”

“‘系统云’会将支付内容
最后公示到阳光村务网。”胡书
记说，系统云平台好比是一个指
挥中心，各建制村的发票、手

续，系统都可以显示出来，一经
发现有违规情况，可以及时处
置，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管。

据介绍， 长 街 镇 “ 三 资 ”
管理“系统云”已进入设计阶
段，下半年有望投入使用。届
时，长街的村集体支付结算网
上银行应用模式，又将多一道

“防火墙”。

构建“系统云”，实现事前监督

青珠村助农服务点负责人王式泽在帮村民查询青珠村助农服务点负责人王式泽在帮村民查询。。 （（孙吉晶孙吉晶 蒋攀蒋攀 摄摄））

镇代理会计在通过网银转账镇代理会计在通过网银转账。。 （（孙吉晶孙吉晶 蒋攀蒋攀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