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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我市第一家公证处
——宁波市公证处成立，最初的办
公地点在呼童街75号。

1991年，各区县（市）均成立公
证处，为同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内设
机构。进入90年代，公证突出为市
场经济服务，公证处广泛介入建筑
招投标领域，服务宁波栎社机场、杭
甬高速公路、宁波科技园区、白溪水
库、东钱湖引水工程等重点工程。
随后积极介入房地产领域，对商品
房预售合同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
出让和转让协议进行公证。

2016年11月开始，各区县（市）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都开设公证窗口。

2019年，宁波在全国创新推行
“公证E通”服务模式，公证与互联网
深度融合并延伸至乡镇，打通了公证
办理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宁波共
设有“公证E通”服务点175个，实现
全市乡镇（街道）全覆盖，推出公证“掌
上办”事项113项，“PC端”可办事项
128项，累计办理公证1.4万余件，平
均办结时间从之前的11.4天缩减至
7.4天，平均办理效率提升35%。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张东

宁波公证发展历程

89岁的胡桂珍老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波市第一位公证员，她
幼年时只读过一年书，在十二三岁时进草席厂当童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积极入党，读夜校，参加党的活动，进入了公务员队伍。她见证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波公证员这个职业从无到有，以及公证业务的发展。

从只读过一年书的半文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波首位公证员

她见证了宁波公证业务的起始与发展

近日，宁波市司法局的三位工
作人员特地上门慰问胡桂珍，宁波
市司法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许
芳郑重为她戴上“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

目前，胡桂珍和丈夫住在福
龄颐养院。89岁的她身体硬朗，
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据说，前两
天，颐养院还邀请她为老人们上
过党课。

胡桂珍1932年出生于浙江上
虞，在八九岁时，跟随打工的父亲
来到宁波。幼年的胡桂珍只在老
家读过一年书，因为家境困难，来
宁波后就没有再上学，平日里做做
家务和一些手工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
17岁，在好几个工厂打过工，她做
事一直积极又严谨，有时参加活
动，因为离家远怕中午回家吃饭影

响下午活动，她宁可饿着肚子坚持
一整天。后来，宁波手工业联合会
有个岗位要人，单位领导举荐了
她。之后她便开始边工作边读夜
校，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1951年，在煤建公司上班的胡
桂珍写了入党申请书。1954年3
月份，在公司推荐下，胡桂珍到市
委党校脱产学习3个月，6月份经
批准入党。因为学习阶段表现优
秀，同年7月份，她接着被要求到党
校工作。胡桂珍说：“是党培养了
我，改变了我，让我越来越好。”

随后，胡桂珍在多个部门任
职。1971年，整个浙江设了三个
公证员岗位，属于当地的法院系统
管理，宁波的公证员还要代管舟
山、台州的公证业务。胡桂珍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波第一
位，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公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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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桂珍公证职业生涯中，比较震
撼的是对地下几千枚银元进行公证。

当时，有位80多岁的老人找到
公证处，称自己曾是庄桥一户有钱
人家的独生女儿，老人说在兵荒马
乱的年代，她父亲将几千枚银元埋
在老宅院子里的六处地方。后来因
为各种原因，他们家迁出了，老宅子
变成了民居，再后来老宅闲置了，但
银元还留在地下。

胡桂珍带领几位同志，拿着老
人手绘的地图到老宅现场开挖，果
然在地图标注的地方都挖到了大量
银元。这个公证比较像我们现在办
理的证据保全类公证。

老人事后拿出100个银元，要送
给胡桂珍等几位同志做纪念，胡桂珍
果断拒绝了。“我们作为政府的公证
人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按规定办
事，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事后，当事

人非常感激，写了一封很长的感谢
信，感谢公证处和胡桂珍。胡桂珍将
这封信收入档案，告诫自己时刻保持
共产党的本色，秉公执法，坚持原
则。其实，还有不少办过职业资质公
证后外出打工的人，在回来探亲时，
会带点土特产向胡桂珍表示感谢。
但胡桂珍从不给对方送东西的机会，
她说自己作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
是应该的，根本不需要感谢。

胡桂珍在生活中，也教育子女
要感谢党，跟党走。胡桂珍的丈夫
曾是某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她的三
个孩子中，有两人也是党员。

回顾自己的生涯，胡桂珍感慨
地说，自己从半文盲、童工到能继续
读书、做政府公职人员，还有幸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波第一位
公证员，这一切都离不开共产党的
培养！

胡桂珍所经手的业务最初都
是涉外公证，后来才逐渐发展对内
公证业务。那个年代的财产分割、
遗产分配等，基本是请当地比较有
威望的人见证一下即可，慢慢地当
地一些经济条件好、思想前卫的
人，开始有了找正式公证员的意识
和需求。

胡桂珍至今记得，她办理的第
一起对内公证业务，是上个世纪70
年代，宁波一大户人家要对遗产分
配进行公证。当事人财产多，家庭
关系复杂，那时公证员的工作不仅
仅限于对当事人真实意愿进行公
证，同时还要公平公正、协调各方、
保证大家都没有异议，兼做“老娘
舅”的角色。该业务所涉及的当事
人有的还在外地，胡桂珍各方奔波、

协调，足足花了三个月才办妥。所
幸，各方对结果都非常满意。

胡桂珍告诉记者，那时她办理
业务的自我要求是：不仅合法、合
规，还不能激起矛盾，要保证和谐、
圆满。

当然，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
胡桂珍说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贯认真，严格依法办事。有件公
证就让胡桂珍记忆深刻：上世纪70
年代，她有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通过中间人抱养了一个孩子，想请
胡桂珍做捡拾孩子的公证。胡桂
珍严词拒绝了：“孩子来历不明，怎
么能随意做公证，这种事情做不
来。”后来，那个朋友因为此事关系
疏远了，但胡桂珍坚持认为自己做
得对。

保证公平公正，还兼做“老娘舅”

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培养

“当时公证员岗位是现实需求
推动产生，因为那时一些华侨在外
面去世后，他们在国内的妻子和后
代继承遗产需要公证。还有一些国
内的人出境打工，他们的职业资质
需要国内公证，方被认可，比如厨
师、建筑师等。”所以，胡桂珍最初的
公证业务是从涉外公证做起的。

那时候，胡桂珍一个人负责三
地的公证业务。公证作为新生业
务，当地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案例，
胡桂珍要从头学起，很多东西基本
都要靠自己摸索。那时也没有网

络，信息闭塞，有时碰到难题了，要
到上海等大城市找同行“取经”。

刚开始公证业务比较少，加上
经常要跑到外地办理，一年也就能
办几件。随后的几年里，都只有胡
桂珍一个公证员。1981年，公证
处正式被划入宁波市司法局，成立
了宁波市第一家公证处，业务量增
加到一两百件，公证员人数也增加
至4人。至1987年胡桂珍退休那
年，公证处一年办理的公证业务达
到五六百件。而今天，宁波市一年
的公证业务量达5万余件。

一个人管三个市的公证业务

从半文盲到首位公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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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桂珍戴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