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银行专栏

近日，人民日报社《国际金融报》主

办的第三届中国品牌建设论坛——“中

国品牌，全球声誉”峰会发布了2021年

度品牌奖项，宁波银行获得“最具投资价

值品牌奖”。

宁波银行获得这个奖项，凭借的是

自身出色的表现。从近期陆续披露的业

绩数据来看，宁波银行营业收入、净利润

均保持良好增速，业绩表现稳健。

在资产规模方面，2020年末宁波银行资

产总额超过1.6万亿元，2021年一季度再上

台阶站上1.7万亿元，各项存款首次超过1万

亿元，各项贷款达到7300亿元。

在业绩、规模保持较快增速的同时，

宁波银行资产质量继续保持稳定，不良

贷款率远低于同业平均水平，也是上市

银行中不良贷款率最低、拨备覆盖率最

高的银行，整体实现规模、效益、质量协

同发展。

宁波银行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服

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认真贯彻

落实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决策部署，

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充分

保障重点领域融资需求，持续加大信贷

支持力度，2020年民营小微企业、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等重点领域投放超额完

成，对公客户中90%以上都是小微和民

营企业。

宁波银行总结了自身五大核心竞争

力：机构布局以长三角为主体，以珠三

角、环渤海湾为两翼，持续深耕这些优质

经营区域；形成了公司银行、零售公司、

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个人信贷、远程银

行、信用卡、投资银行、资产托管、票据业

务、金融市场、资产管理12种金融服务

模式，加上永赢基金、永赢租赁、宁银理

财3家子公司，综合化经营进一步提升；

不良率在行业中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能

够全身心地专注于业务拓展和金融服

务；金融科技在同类银行中处于领先水

平，助力商业模式变革；人才队伍储备扎

实，员工素质持续提升。

多家研究机构看好宁波银行持续发

展能力，通过分析宁波银行最新披露的

报告，发现不少亮点：

2020年，宁波银行个人业务营收占

比首次超越公司业务条线。财富管理业

务保持高增；私人银行表现亮眼。

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保持平稳，环比

持平在0.79%。宁波银行对不良的认定始

终严格，2020年报中几乎将逾期全部纳入

不良。

正如外界的评价，宁波银行是一家

始终有危机感、奔跑着前行的银行。在

新的发展阶段，宁波银行表示，将继续秉

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借助金融

科技，专业专注，为客户创造价值，接续

奋斗，风雨兼程，推动银行实现稳健可持

续发展。

宁波银行获“2021年度最具投资价值品牌奖”

2020年11月，为了切实方便
山区群众，海曙区推出“高山办2.0
版”，在章水镇大皎村建立了大皎
分中心，为大皎、杜岙、梅龙、赤水
4个行政村2000多人服务。

4月21日，记者走进大皎村
便民服务分中心。这间不足20平
方米的房间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功
能设备“五脏俱全”，3名工作人员
正在电脑前忙碌着。在其中一个
窗口前，一名村民正在咨询医保共
济账户的事项。

“我身体不错，每年的医保账
户里都会有不少余额留存。我老
妈和孩子每年的医保账户还不够
看，听说我的历年余额能给他们
用，就想着来这里咨询一下。”这名
村民说。让他没想到的是，工作人
员用一台平板电脑，登录“浙里办”
APP，简单几个步骤下来，就教会
了村民怎么绑定家人的账户，并把
历年余额划入共济账户。

为了能更好地服务山里的群
众，大皎村便民服务分中心的工作

人员采用的是每周轮班制的形式
往山上派遣窗口服务人员。

在日常服务过程中，当超出分
中心办理范畴时，线上平台发挥了
作用。“我们有线上直通车。遇到
难题时，山上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
电话、微信或者浙政钉等形式向乡
镇或是区里咨询，并且提供线上办
理服务。”章水镇便民服务中心副
主任郑平说，通过各种形式，“高山
办2.0版”有效解决村民“办事十
分钟，坐车两小时”的烦恼。目前，
大皎村便民服务分中心已可以办
理人社、民政、医保、残联等各类事
项160余项。

不过，大皎村里的年轻人不
多，村里留守的人群主要以老年
人、残疾人为主，有些人即使到分
中心办事都不太方便。“现在，我们
还是会根据包片的形式进行走访，
排摸辖区内村民的情况。”郑平说，
叶序根家的情况就是这样排摸出
来的，“再根据排摸情况，对部分村
民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宁波改革创新最佳实践案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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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远山区设立办事机构

海曙将政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记者 林伟 见习记者 王昱汀 摄

“叶师傅，我们来
给应阿姨办理医疗救
助了，要拍摄一下应阿
姨的身份证、残疾证以
及住院发票这些资
料。”4月21日，海曙区
章水镇大皎村叶序根
家中，海曙区章水镇便
民服务大皎分中心的
工作人员手持平板电
脑，为他的妻子应桃月
办理医疗救助事项。

把服务送上门，这
是海曙区高山综合服
务“高山办2.0版”推行
以来的日常操作。去
年以来，海曙区试点推
进“高山综合服务”，使
居住在偏远山区的群
众“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便捷高效的政
务服务，并通过标准化
建设、规范化运营、信
息化支撑、专业化支持
和特色化推广，构建
“家门口”智慧服务体
系，将服务送到群众
“家门口”。

大皎分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一
次走访中，了解到应桃月今年生了
一场大病，花了15000多元人民
币，医保报销后，还需自费4000多
元。工作人员在了解经过后，提出
了可以帮助叶序根家办理医疗救
助，叶序根妻子这自费的4000多
元人民币还能再报销2000多元。

工作人员用平板电脑拍摄了
应桃月的各类证件，并立即在浙里
办APP上操作，就把医疗救助的
手续全部给办完了。“报销的金额
过几天就会到账，直接打到你们的
医保账户内，请注意查收。”工作人
员告诉叶序根。

章水镇，是海曙区最大也是
最偏远的乡镇，地广人稀，主要
以山区为主，老人和残疾人占比

较多。而从叶旭根所在的大皎村
到章水镇便民服务中心，公交车
需要开半小时以上的山路。为
此，海曙区启动了高山综合服务

“高山办1.0”模式。简单说，就
是在章水镇的几个村庄，分别寻
找一名代办人，为村民代办各类
办事事项。大皎村的代办人是该
村的文书龚和平。

“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村民
来让我代办事项。”龚和平说，因为
他对每个事项的办理程序和材料
都不是很清楚，因此每次都要提前
打电话向镇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问
清楚办理流程和所需材料，再帮他
们到镇里办业务。平日里，龚和平
工作比较忙，一般一周去一次镇里
集中代办业务。

章水镇大皎村便民服务分中
心只是海曙区“高山办2.0版”的
一个缩影。在政务服务数字化改
革的当下，为打造整体智治现代政
府的便民服务窗口，海曙区还在不
断深化“高山办2.0版”，逐步通过
网办、掌办来替代原先由代办人员
递送资料到乡镇办理业务的服务
模式，以数字化迭代升级家门口服
务水平。

比如，为升级家门口的智慧服
务，打造“掌办之乡”，海曙区在十
几公里外的龙观乡李岙村设置了
宁波首个村级政务2.0服务点，通
过推进村级政务2.0建设，村民们
更是能在家门口直接办理医疗费
用零星报销、异地就医备案、生育
报销等业务。

在章水镇，未来在大皎村便民
服务分中心的边上，还将会建立政务
服务自助办理区。“涉及村民的高频
事项都将按照办理流程做成小视频，
一步一步地教会村民如何使用，让高
山群众享受互联网+政务服务带来
的便利。”郑平说，接下来，他们还会
在樟村区域再设立一个分中心。

海曙区政务办基层监督指导
科副科长蒋王洁表示，下一步海曙
将推出流动政务车服务，进一步填
补由于地广人稀造成的服务空白
区域。“流动政务车定期在所有镇
乡街道流动，也可以提供预约服务
等，让服务形式多样化，群众办事
更方便。”

记者 林伟 见习记者 王昱汀
通讯员 陈雯婷

业务代办：
一周去一趟镇里集中办理

设立分中心：
还上门提供针对性服务

数字迭代：
流动政务车填补服务空白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