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楼大厅的“书院文化”板块，
集中展出明、清两代宁海地区兴书
院、义塾的历史，同时展出了古人
的书包“护书”、部分省乡试考题、
晚清砚台毛笔连盒、科举器物“指
日高升”“读书成名”“连中三元”钱
包等数十件实物。通过这些珍贵
物件，勾勒了一位古代考生从寒窗
苦读到金榜题名的全过程。

二楼陈列的主题是“科举文
化”，按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
等级进行分单元展示。记者在现
场看到，科举最初级的院试，由各
省学政主持，分正试、复试两场，考
试内容为八股文和帖诗，并默写
《圣谕广训》百数十字。考试结果
出来后，被录取者是生员，即秀才。

成了秀才，接下来就要参加乡
试。展览展出的清代乡试封条、考
试规程以及清光绪戊子（1888）贡生
的一卷考册，让观众对乡试有了直
观认识。乡试中试就拥有了举人
的身份，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

“举人老爷”正是通过乡试得到的
身份认可。

经过两轮“闯关”，极少部分的
读书人将要离开家乡前往京城参加
会试。因会试在春天举行，故又称
春试或春闱。展览陈列了多份古人
的应试考卷，如明代考卷《有攸不为
臣东征》、清代榜眼赵晋的试卷等，
学子们不仅引经据典，更是写得一
手好字，引来观众啧啧称奇。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后，最终
的幸运儿将走入皇宫，参加由皇帝
亲自主持的殿试。考试内容是策
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
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第一
名赐进士及第（状元），第二名赐进士
出身(榜眼)，第三名赐同进士出身(探
花)。此次展出两位状元的考卷，一
是明代状元赵秉忠的试卷，另一是
清代状元陈冕誊抄的试卷。

前来参观的观众纷纷感慨，经
过这一次的“科举”历程，对科举制
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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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设立科举考试选拔优秀人才的一种方法，延续时间长
达1300年。宁海科举人才辈出，这里是“读书种子”方孝孺的家乡，又是“洞房
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作者洪迈的出生地，自宋至清，全县一共出了进士176人。

昨日，为弘扬宁海历史上爱国主义和崇文兴教的精神，助推“读书之城，喜
阅宁海”建设，“金榜题名时——科举文献展览”在宁海县图书馆举行，展览分
为“书院文化”“科举文化”“科举轶事”等多个单元，向观众多维度展示宁海在
科举历史中曾经发生的有趣故事，展示宁海本土文化。

二楼阅览厅展出了宁海科举
史上的众多轶事，如第一位进士周
弁，字君仪，东岙（今属一市镇）人，
北宋嘉祐六年(1061)进士；最后一
位进士章梫（qǐn），宁海南乡海游
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这
部分陈列时间跨度长 840 多年，
176名宁海进士一一进行展示。

除了严肃的文献记载，本次展
览还整理出许多有趣的内容。宁
海地区文科举功名最高的进士，是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探花卢原
质，字希鲁，田洋卢(今属桑洲镇)
人；年龄最大的进士，是竹林(今属
前童镇)人王定，字君宝，南宋嘉定
元年（1208）考中进士，当年已经
52岁，又担任各级官员24年，76
岁致仕。回到家乡宁海闲居 15
年，以91岁高龄谢世，一生经历可
谓传奇。

宁海长街镇西岙村，有 1600
多年历史。宋时，当地有十六大
姓，贤士辈出。据统计，从宋至明，
西岙村先后走出过24位进士。

1992年，由周星驰、吴孟达主
演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
让武状元一词被观众所津津乐
道。宁海历史上就出过一位武状
元，根据展出的内容，明嘉靖十四
年（1535）宁海南乡海游人章黼
（fǔ）高中武进士一甲第一名，即
“武状元”，后官居福建都指挥使
（正二品）。

此外，这场展览还将宁海作诗
最多的进士、史学成就最高的进
士、声望最高的进士等许多有趣的
科举轶事一一道来。主办方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热心人士储建国等
人的帮助下，一些罕见的科举文化
史料面向大众展出，使观众通过目
睹古代科举文献、器物，思考古人
读书的艰辛与局限。在了解科举
制度的积极意义与不足之处的同
时，展示宁海人爱国爱乡、诚信创
业、开拓进取、兼容并蓄的优良传
统和优秀品质。

记者 朱立奇
通讯员 林克刚 吕晓曙

回顾宁海科举历史
展示璀璨本土文化
这场名为“金榜题名时”的展览
生动还原了古代学霸的闯关历程

看古代考生从寒窗苦读到金榜题名
如同亲历了一次“科举”考试

一村二十四进士，唯一武状元……
宁海科举史上轶事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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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参观展览。 通讯员供图

加大硬件投入缩小老人数字鸿沟

“以往每月养老金发放的日子，我拿着存折一大早儿
就过来拿号排队取钱了，跟我一样来取劳保工资的老年
人很多，等的时间要比平时长。现在有了这台新机器，来
了随时都能取款啦，妥妥的！”退休老人李大爷笑着说，

“对于我们这种老年人来说，还是存折和现金更让人踏
实。”

李大爷所说的“机器”正是工行宁波市分行营业大厅
里的存折ATM机。在社保工资发放日等客流高峰期，为
减少老年客户排队等候时间，迎合老年客户使用存折取
款习惯，工行宁波市分行在老年客户较多的网点厅堂配
备了存折ATM机，方便持存折的老年客户使用,以此减
少柜面排队等候时间。

笔者亲测了一下，发现这种机子操作流程十分简单：
点击显示屏的取款功能菜单选项后，只需根据提示将存

折磁条沿着终端刷卡槽轻轻滑过，输入确定金额后，几十
秒内就能拿到养老金了。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电子金融便捷服务，
截至2020年末，工行宁波市分行辖内网点共配备ATM
机600余台，其中存折版ATM机30台。柜面业务繁忙
时段，不少老年客户在大堂人员引导并耐心辅导通过大
堂ATM机刷存折支取社保工资，减少等候时间。今年3
月份，全行30台存折ATM机业务量10151笔，交易金额
达到3390万元。

这只是工行宁波市分行积极响应监管机构“甬助老、
百千万”行动，优化老年人金融服务号召的一个缩影。

其实，让工行老年客户津津乐道的网点适老功能机具还
有不少。比如智能柜员机上的老年客群专属服务界面，不仅
字体大、汇款页面上的关键信息也会被突出显示，如果开通
人脸识别服务，只需刷脸、输入密码即可办理131项常用功

能。还有远程协同智能柜员机（VTM）也将试点推广，老年
朋友在操作过程中可随时呼叫远程客服，然后用音视频方式
协助自己办理业务。这些机具遵从老年人的习惯和选择，极
大拉近老年人与智慧金融距离。

便民设施升级 助老服务很“走心”

“为了提升老年客户满意度，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工
作，比如全面推进网点无障碍通道建设，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办理业务提供便利。每个网点设置一个高柜‘爱心窗
口’，向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快捷服务。建立健全网点
厅堂动态补位机制，强化厅堂服务力量，确保营业时间内
厅堂有工作人员迎候、引导，特别对老年客户主动提供咨
询和辅导，辅助其办理自助和智能业务。”工行渠道管理
部负责人介绍。

良好的客户体验背后是工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细致工
作。近年来，工行在辖内网点实现“工行驿站”全覆盖，驿站
均配备了休息座椅、饮水设施、手机充电、Wi-Fi无线上网、
公众教育阅读架、点验钞机、老花镜等惠民服务设施。有条
件的网点还配备了客用洗手间、雨伞雨衣、便民箱、血压计、
轮椅、复印机等服务设施提供给老年客户使用。此外，网点
还对行动不便或个人住院等原因确实无法到网点办理业务
的客户提供上门服务，延伸服务内涵。

正是工行这些细致入微、提前一步的人性化服务，以
及完善的智能适老化设备服务，让越来越多老年客户享
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便捷生活。 王巧艳

工行甬助老系列报道

工行宁波市分行优化线下体验 让老年人“办妥事”
老年客户一般更倾向到网点办理金融业务，工

行宁波市分行立足“工银爱相伴”服务品牌，着力打

造“适老”金融服务，优化网点机具适老功能，加强

对老年客户在厅堂等候、交流沟通、提醒提示、机具

操作、业务辅助时的服务引导，将敬老服务落到网

点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