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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为引领
建立“金融+政务”服务新模式
1月15日，由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共同开发建设的
“交银e抵押”不动产线上登记项目正式上
线运行，并举行上线推广会暨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交通银行宁波分行行长郑
智勇、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冯国南出席
会议并致辞。

据悉，“交银e抵押”是交通银行与登
记机构以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推动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为合作基础，充分利用“互
联网+不动产抵押登记”试点优势，在流程
设计、平台建设、扩大试点、金融创新等领
域加强合作，探索不动产登记发展合作模
式的创新举措，基于银行系统与登记机构
的不动产登记系统，相关信息通过业务系
统直接传输，真正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
同的新模式。

新模式聚焦客户需求和业务体验，抵
押人在提出申请贷款的同时即可在银行
网点现场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办理
所需的信息全部通过数据共享实时获取，
登记系统自动生成不动产登记电子权证，
直接由登记中心线上返还至银行作为贷
款依据；贷款结清后，银行直接通过系统
平台申请抵押权注销，无须客户在银行与
登记中心往返，突显了不动产登记办理安
全高效、方便快捷和业务协同的特点。

新业务模式成功上线，依托数据共
享、电子证书证明、电子印章、电子签名、
网上缴费、电子归档等不动产登记数字化
转型成果的集成应用，将使不动产登记总
体效率得到较大提升，进一步优化不动产

登记进银行服务模式，推动不动产登记和
金融服务更加便民、高效。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分行充分利用交行在金融领域专
业优势及先进的金融科技技术优势，结合
政务服务领域大数据资源，逐步建立了

“金融+政务”服务新模式，积极推进“交银
e办事”项目布局，包括医疗付费一件事、
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一件事、抵押登记一件
事、电子亮证一件事、甬易办一件事等五
件事，从惠民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等场
景切入，借助数据、算法、算力和金融科技
手段，为广大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切实践行普惠金融，助力营商环境
优化。

双方还就下一步抵押登记跨省通办
的可能性及必要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实
现长三角各省市通办，作为积极响应长三
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将更好地助力满足
长三角区域企业的融资需求，实现科技与
金融有效融合。 鲍再霞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交通银行宁
波分行签约合作协议现场

今日的临塘庵共三开间，正
门上悬有“临塘古迹”匾额。现存
建筑梁架完好，柱子很多都使用
粗壮的石柱，推测原应属于公用
建筑，极有可能就是百年前设立
的路亭。

从墙壁中被清理出来的“仁
义茶会碑”，高约2米，宽约1米。

从碑文内容可知，这里地处
“横街头者，居山乡之要镇，达城
市之通衢，往来行人绎络不绝”。
旅人口渴时，常“引泉代茶”“吸浊
流为甘露”，虽能解一时口渴，但
会使人得病，因此，乡民早有创设
茶亭之意。

这个想法最初由一个叫“柳
义勣”的人动议，但事未成而逝。
他的儿子柳开荣承父志，首捐4亩
多田地，又令其侄柳贤祥发动乡
人一起捐款助田，成立仁义茶会，

在横街隐仙桥畔购置了这一处灶
屋，作为义务茶亭之用。

碑文后半段刻了当时50多位
捐款人、捐款单位的姓名、数额，
末尾有署名，“里人张世元撰记，
郭维康书丹”。二人都不见记载，
从文章和书法来看，应是当地的
文士。

据专业人士判断，此碑为梅
园石所刻。除底部略有风化外，
保存较为完好。

日常打理此处的碑文清理者
王巧娜告诉记者，她们母女一直
知道墙壁里有一块碑，过去管理
人员觉得没有用，把这块碑刷上
白灰遮起来了。最近，母女二人
花了不少精力，把文字一个字一
个字地抠出来，又请专业人士判
断，让这个茶亭的历史清晰起来。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为解行人之渴义务施茶

这块从墙里清理出的石碑
记录着百年前横街人施茶义举……

海曙区横街镇
隐彩路有座不起眼
的建筑，坐南朝北，
临河而建，名叫“临
塘庵”。大殿东壁
嵌有石碑一块，原
先被涂抹了白灰，
与白墙融为一体。

近日，打理此
处的翁依叶、王巧
娜母女花了一整
天时间，将石碑上
的字迹一个字一
个 字 地 清 理 出
来。经专业人士
辨认，碑文内容为
《仁义茶会碑记》，
记录了百年前横
街镇乡民为方便
往来行客，建亭施
茶的义举。此碑
初立于民国七年，
即 1918 年 ，距今
100多年。

临塘，也称林塘，原是广德湖
的堤岸。

广德湖范围，东起望春桥附
近的芦港码头，西及林村，南过蜃
蛟，北至高桥。林村，即横街林
村，在此亭的西面。

据判断，林塘当是广德湖西
岸的一段。鄞西“桃源十景”中，
就有“林塘绿雨”一景。有诗云：

“仙源何处胜，幽赏在林塘。树密
藤萝翠，溪深泉石苍。人家烟里
住，鱼鸟霭中藏。久坐垂杨畔，恍
疑汁染裳。”

今之临塘庵，正确的名字是
林塘庵，民国《鄞县通志》有载。
《通志》里说，林塘庵最早是唐大

历年间（767-779）由一个叫道林
的和尚建的，后曾倒塌，元至正年
间（1341-1368）重建，明弘治年间
（1488-1505）又重修过。清代时，
又新建了廊楼。清同治元年
（1862）因战争被毁，同治八年
（1869）重建。

民国时此庵也叫茶亭庵，应
与本次发现的碑文所载1918年
设立茶亭有关。这里的茶亭，相
当于一个路亭。从老地图看，这
里刚好位于横街镇的最东面，门
前就是原来沿河的古道，沿塘河
走可以一直到宁波城区。该路亭
应是宁波经过横街，通往山里古
道上的一个重要休息点。

此地原为广德湖堤岸

本报讯（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潘
旭红 江冰） 1月19日下午4点，宁
波二中高一（1）班教室里，一堂特殊
的课开始了。宁波二中与意大利波
坦察市Antonio Busciolano 综合
学校的学生们用英文通过视频同上
一堂课，这堂课的主题是“校园生活
和重大节日”，这也是“一带一路·同
一课堂”的浙江首秀。

本次活动由宁波市教育局和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主办，宁波
市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承办。

课堂上，双方校长首先做了发
言。意大利波坦察市学校校长罗科·
特来斯卡表示，本次活动增进了意中
两国学校的交流和了解，他还热情地
邀请宁波二中的师生们有机会去意
大利访问他们的学校。

宁波二中校长叶惠良说，中意友
谊，源远流长。现在，我们通过“一带
一路·同一课堂”来进行交流，非常有
意义。

与平时老师上课不同，这堂课的
主角是两国的同学们。意大利学校
的学生向宁波二中同学介绍了意大
利传统节日圣诞节、新年前夜、主显
节、复活节和他们的暑假；宁波二中
的张乐甬同学用纯熟的英语向意大
利的同学们介绍了学校情况，另有朱
逸、周末同学介绍了春节、元宵节、端
午节和中秋节等我国的传统节日。

课堂上，意大利学校鲜艳的色彩
给宁波同学留下了深刻的视觉印象，
而位于月湖的宁波二中那优美的自
然环境，也让意大利的师生们赞叹不
已。随后，意大利学生演唱了自己学
校的校歌，宁波的同学则进行了传统
乐器古筝表演。

叶惠良介绍，“同一课堂”教学活
动共有4次，除了这次介绍各自国家
的传统节日文化之外，接下来3次，
将分别介绍各自生活的城市、各自的
校园和两国学生之间的兴趣交流。

●新闻多一点
关于“一带一路·同一课堂”

“一带一路·同一课堂”是由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起，“一带一路”
国家自愿参与的各国间教育文化的
交流平台。该平台通过信息化的交
流手段，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间校园
文化、课堂文化、师生文化的相互交
流，以消除彼此间的刻板印象，促进
各国学校间的教学相长，推动教育改
革，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理解素养的
未来公民。

据了解，未来宁波还将有更多学
校参与到“一带一路·同一课堂”教学
活动中，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进一
步让同学们锻炼语言能力，增进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了解。

“一带一路·同一课堂”浙江首秀

宁波二中与意大利学校同上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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