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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户外遮阳伞做到全球第一、户外
休闲行业全球第一的万汇集团创始人马
准安，不断投身梨园、蝴蝶兰基地、面粉
厂等产业，2019年在海曙区龙观乡投资
开办了“半山伴水”旅游度假区，使它成
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90后青年陈思远，在象山石浦渔港古
城，接过父亲的五彩冰芬创意冰屋，把台湾
几近失传的古法手工雪花冰在象山焕发新
生，店铺的年营业额突破100万元；

来自台东县的孙绍轩，在第二届两岸
乡村振兴论坛上和江西姑娘王瑾相遇，年
轻的心很快互相吸引。现在他们在宁海
前童古镇开起了一家新月集文创咖啡馆，
并筹备开设一家独特的民宿……

不管是成熟的优秀台商，还是年轻
的台青代表，他们在宁波这片土地上，正
积极地拥抱乡村、助力乡村振兴，谱写下
奋进创业的一幅幅动人篇章。

在11月9日开幕的第五届海峡两岸
乡村振兴论坛上，现场展示的甬台共促
乡村振兴故事，成为会场的焦点。扎根
乡村的他们，端来了亲手做的咖啡、早上
从果园里摘下的香梨、刚出炉的现烤泡
芙、品味顶赞的杨梅酥……这些在乡村
古镇里孕育而出的时髦“土特产”，不仅
飘着醉人香味，更饱含着两岸浓浓乡情。

本届论坛还授予宁波目的地民宿管
理有限公司、宁波市复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前洋）直播中心、鄞州区东钱
湖镇城杨村、奉化溪口台湾小吃培训基
地等5家单位“甬台乡村振兴合作实践
基地”称号。

这5家单位成立了甬台乡村振兴合
作实践联盟，推出“千个培训岗位、百个
实践职位、数十个创业摊位”招募计划，
并发出倡议，呼吁两岸乡村振兴从业组
织、创业者来甬共享发展机遇。

“32年前，我初次来到大陆，从上海
坐8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抵达宁波，从宁
波市区到奉化开车也要几个小时，农民生
活满足温饱就已不易，更不用谈环境改造
和乡村振兴。”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协会会长蔡明东在发言中感慨，短短数十
载，如今宁波的各个乡村，一幅幅“小桥流
水人家”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青山绿水
中倒映着“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宁波与台湾的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商缘相连，甬台交流源远流长。我市累
计批准台资企业近3000家，每年举办各
类涉台交流活动近百场。近年来，台商、
台青、台湾农民及他们的技术理念、实践
经验与乡村振兴事业深度融合，不仅更
好助力乡村振兴事业，又拓展了台胞在
大陆发展的红利空间，更增进了台胞对
大陆的认知与认同。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张志鸿

通过“数据跨省共享”，避免了跨省
来回奔跑，企业当天就办好了抵押登记
业务……11月9日，记者从鄞州区不动
产登记中心获悉，该中心日前成功办结
一件抵押登记“跨省通办”业务，这也是
该区首件“跨省通办”的抵押登记业务。

为解决资金需求，宁波某置业有限
公司将位于鄞州区的几处不动产向一
家银行的云南分行申请办理抵押贷款
业务。该银行云南分行通过数据共享
模式，向鄞州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推送电
子版抵押材料。收到资料后，鄞州区不
动产登记中心立即开展抵押登记业务
受理、审批和发放电子证明，当天就完

成了该件抵押登记业务的全部流程。
据介绍，按照以往的办理模式，这

家企业工作人员需先赶到位于云南的
银行所在地洽谈并签订抵押合同。
完成资料准备后，企业和银行均需要
到窗口办理，在办结后才能发放纸质
证明。

“实现‘跨省通办’后，此类抵押登
记全程在网上进行，申请材料全部电子
化，登记完成之后发放电子证明，并在
完成受理后当天就可以完成审核发证
工作，加快了办理时效，尤其在疫情防
控的当下，显得更为方便快捷。”鄞州区
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当日办结
鄞州完成

首件抵押登记
“跨省通办”

新闻多一点

什么是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
“跨省通办”？

“跨省通办”新模式，是不动产登记
业务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系统实现
直通直连后，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数据
共享模式，向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
发起抵押登记申请，属地不动产登记机
构进行受理和审批，并向银行端推送抵
押权电子证明，完成抵押登记业务的全
部流程。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徐进立 张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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