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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9日，光大银行宁波新
芝支行成功堵截一起数额巨大的电信诈
骗，使客户免受大额经济损失。

原来，事发当天，支行接待了一位咨
询转账业务的客户，汇款金额高达127万
元，收款方为天津某商贸公司。考虑到客
户是80岁的老年客户且转账金额较大，
支行柜台人员对客户进行了详细询问，得
知该笔资金是用于证券投资的，据客户称
收款企业是某证券公司的子公司。

在与客户沟通过程中，柜台人员发现
客户一直在QQ群里与自称是某证券公
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同时该客服人员要求
客户在下午1点前需将资金汇入指定账
号，否则无法进行后续的投资操作。柜员
与柜台经理通过查询软件对该商贸公司
进行进一步核实发现，该企业注册时间
2020年8月，注册资金仅为200万，经营
范围也没有任何显示股票投资内容。同
时与该证券公司官方人员联系确认后，客
户汇款的天津某商贸公司并非该证券公
司的子公司。种种迹象表明该笔汇款非
常可疑，经商议后一致判断这是一起电信
诈骗事件，当即进行拦截。

为进一步做好客户解释，光大银行宁
波新芝支行柜台人员与天津某商贸有限
公司的开户行进行了联系，经对方银行查
询该账户近期发生过纠纷，账户存疑。对
方根据本次情况，立即对该账户开展了紧
急排查，并采取了控制措施。而该客户在
经过工作人员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劝导及

相关案例解释后，恍然醒悟，对柜台人员
连声致谢。

此次诈骗案件的成功拦截，是光大银
行宁波分行基层网点扎实开展防范电信
诈骗工作的一个成功案例。分行也将该
案例向宁波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进行了报
备，反诈中心高度评价了光大银行宁波分
行基层网点工作人员的冷静反应和高效
处理。

近年来，电信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行
骗方式多种多样。光大银行宁波分行严
格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积极向客户进行宣
传防电信诈骗知识，提高市民防诈骗的警
惕性、敏感性，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今年来，光大银行宁波分行更是积极落实
监管机构“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部
署安排，充分发挥网点基层优势，运用网
点、微信、媒体等多手段宣传工具，走进
乡、镇、村、社区、中小学校建立多渠道宣
传阵地，筑牢防范电信诈骗“最后一道防
线”。 李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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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严信厚又与几位宁
波巨商富贾集资45万银两创设
了我省第一家纱厂——通久源
纺纱厂，使轧花、纺纱、织布相连
为一。

1917年3月，通久源纱厂因
清花间起火被焚。“通久源”的遗
址现今为宁波市水上运动基地、
村民住宅地。历经百年沧桑，只
有尚存的纱厂池及残留的混凝

土基座才能依稀看出“通久源”
昔日的辉煌。

通久源轧花厂作为首批宁
波近代企业，开启了宁波经济
发展的新时代之门。此后，大
批宁波籍企业家纷纷效仿“通
久源”，在家乡投资搞建设，大
大促进了宁波社会经济的近代
化进程。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张孝

姚江边一块垫脚石的“身世”非同寻常
它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的边界碑

近日，张先生在万
象水上运动公园内的
姚江边散步时，意外发
现江边一块石碑，上面
刻着 的“通 久 源 界”
（左图）。张先生立马
联想到光绪年间创办
的中国第一家机器轧
花厂——通久源轧花
厂，其地理位置应该
就在此处附近。

后经相关文史专
家认定，这块石碑就是
通久源轧花厂的边界
碑。随着这块石碑，
“通久源”尘封已久的
昔日辉煌再次回到人
们的视线中。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是土生
土长的宁波人，对宁波近代的一
些人文历史发展故事比较了解，
当他看到这块石碑时，自然就联
想到了光绪年间的通久源轧花
厂，联想到了创办人——宁波籍
实业家严信厚，于是当即与江北
区文保所取得了联系。

同时，江北区庄桥街道也得
到了这块石碑的消息，街道文化
办工作人员根据张先生提供的
大概位置，前去寻找，最终在一
堆乱石中发现了石碑。它静静

地躺在台阶下，下半身有残缺，
而且覆盖了水泥，被人用来做垫
脚石。经常在此处散步的附近
居民说，这块石碑在这个位置至
少已经“躺了四五年”。

石碑长约0.5米，二三十公
斤重，经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特邀
委员、江北文史委原负责人谢振
生确认，这块石碑是近代中国第
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
花厂的边界碑。目前，庄桥街道
与江北区文保所正在商讨，准备
给石碑找一个稳妥的安身之处。

江边垫脚石非同寻常的“身世”

“现在，‘通久源’对大多数
宁波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在100
多年前的光绪年间，那可是响彻
全国的民族企业，是近代中国第
一家机器轧花厂，由宁波籍实业
家严信厚创办。”谢振生对通久
源轧花厂的历史颇为了解。

谢振生说，“通久源”创办人
严信厚于1838年出生在当时的
慈溪费市，即现在的江北区庄桥
街道。严信厚早年曾在天津、北
京、上海等地经商，积累了大量
财富。1887年，他在家乡创办企
业，首选机器轧花厂，主要原因
是宁波作为浙江省最早的商埠，
附近各县农村普遍栽培棉花，棉
花产量大，弹花、纺纱、织布等行
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机杼之声，
毗户相闻”正是宁波当时手工棉

纺织业盛况的写照。而在鸦片
战争后，洋货洋布充斥宁波市
场，进口棉纱剧增，而且物美价
廉，使当时的本土手工棉纺织业
受到沉重打击，落得“巡行百里，
不闻机声”的萧条。为了改变这
种被动局面，严信厚集资5万银
两，把湾头下江村一个原来手工
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
厂，称“通久源轧花厂”。

1887年 3月开工的通久源
轧花厂使用日本造的蒸汽发动机
和锅炉，建有洋式砖楼，内设轧花
间、晾干间、打包间及办事处等。
通久源轧花厂投产后，整年日夜
不停地开工，生产一直非常兴旺，
后来企业不断扩大，还买下了周
围大面积的地基，而边界碑就设
在地基的边界。

石碑见证了中国第一家轧花厂的盛况

“通久源”对近代宁波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