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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宁波市分行
争当普惠金融服务“模范生”

近年来，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初心，围绕区域
经济特色和发展战略，争当普惠金融服务“模范生”。截至 11 月末，农
行宁波市分行涉农贷款余额 698 亿元，比年初增加 56 亿元，增速
8.66%；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61亿元，较年初增长55亿元，“两增
两控”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52%。已连续9年获评宁波市金融机构
小微企业贷款考评一等奖。

农行宁波市分行以建设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契
机，先行先试，按照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大胆探索、大胆
创新，改善金融供给，丰富金融产品，更有力地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

聚焦数字普惠，依托各类服务场景建设，以“小微e
贷”产品为抓手，先后上线“纳税e贷”“抵押e贷”“续捷
e贷”等线上化产品，不遗余力扩大客户覆盖面，普惠业
务线上化率不断攀升。截至10月末，相关产品累计服务
客户近5400户，贷款余额超过56亿元，线上产品的覆
盖范围和服务效率远高于传统服务，特别是今年疫情期
间，超过90%的融资对接通过线上产品促成。

打通产业链条，打造线上供应链融资产品。围绕供
应链金融服务，先后落地4户“数据网贷”供应链合作
商圈，合作额度6亿元。不断整合内外部数据，利用数
据精准“画像”，实现批量获客。在宁波市“百行进万
企”、“你复工，我送贷”等专项融资活动中，农行宁波
市分行共筛选优质客户超过1.5万户并落实专人逐户
对接。截至10月末，对接成功率超过90%，已发放小微
企业贷款近30亿元。

围绕《宁波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实施方
案》要求，农行宁波市分行将力争打造区域普惠金融
服务的领先银行、特色银行、品牌银行，持续深化以

“扩面、增量、降本、提质”为目标的普惠金融服务。在
未来3年，农行宁波市分行将推进实现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年均增速目标不低于30%；降低融资成本，普

惠型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逐年下降，今年较去年再
下降0.5个百分点以上；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拓展普惠
服务渠道和方式，完善线上“小微e贷”数字化产品体
系，年新增普惠贷款线上化率不低于70%；扩大客户
覆盖面，每年新增小微企业“首贷户”数量不低于上
年，其中今年新增首贷户不低于1500户。

农行宁波市分行积极发挥“头雁”作用，持续加
大对民营企业、普惠小微企业、制造业等薄弱领域和
重点对象的金融支持力度。

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陆续在全行设立29家普
惠金融专营机构和小微示范网点，提高普惠金融服
务专业化集约化程度。同时，进一步细化落实尽职免
责机制，提高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容忍度。
扩大信贷转授权的范围，简化业务审批流程。针对商
圈、供应链、产业集群等小微企业客户群体，通过小

微企业“信贷工厂”授信审批模块，推行标准化、批量
化和高效率的模板化运作方式，实现客户批量营销、
授信批量审批、业务批量处理。通过建立小微园区、
入园企业、伙伴银行三张清单，全流程参与产业园区
项目开发、园区招商、生产经营的不同环节，配套园
区开发贷、厂房购置按揭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票据
贴现等产品。目前已与宁波市14个小微企业园区开
展业务合作，服务园区内小微企业超200家，信贷融
资规模18亿余元。

争当普惠金融服务“领头雁”

打造“数字普惠”服务新模式抢做普惠金融服务主力军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林涵茜）近
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发布《关于2020年
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排球、冰雪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等认定结果的公示》，宁波市四明中学、宁波市庄桥
中学、宁波市庄桥中心小学、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
学校、溪口镇中心小学、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初级中
学、逍林镇中心小学榜上有名，入选为2020年全国青
少年校园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镇海区骆驼实验学
校、海曙区洞桥镇中心小学入选2020年全国青少年
校园冰雪特色学校名单。

排球运动是逍林初级中学传统体育项目，自项
目开展以来，学校被陆续评为全国青少年排球特色
学校、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会员单位、慈溪
市业余体育训练点学校。

记者了解到，很多逍林初中的排球小将从小就
接触排球这项运动，这要归功于它的“弹药库”——
逍林镇中心小学。学校非常重视排球文化的传承，真
正做到师生人人爱排球、人人懂排球、人人会排球。

这些年来，逍林镇上喜欢排球、热爱排球的人越
来越多，体育氛围渐浓，在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
关注下，逐渐形成排球热潮。

“学校正逐步探索打破学科壁垒，建立多学科融
合教学模式。编制校本课程《校园排球》，组建排球
社团，开设排球和气排球两门拓展性课程。作为排球
特色学校，要吸引优秀体育苗子，营造人人参与的教
学氛围，培养一批特长生，将他们输送到更高平
台。”校长罗仲庆说。

全国青少年校园
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宁波多所学校入榜

教育部昨日在京举办教育2020“收
官”系列第四场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基
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在回答记者有
关如何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
的提问时说：“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
长作业这个问题，教育部的态度是一贯
的、坚决的。”

俞伟跃表示：“不给家长布置作业，
并不意味着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没有
教育的责任了，家长也要在家里引导培
养孩子养成自主完成作业的良好习惯，
跟学校密切配合，形成育人的合力。”

“作业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
环节，也是学生巩固知识、提高能力的重
要途径，是老师开展教学评价和精准分
析学情的重要手段。”俞伟跃介绍，这几
年，教育部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作业管理
的问题，像中发26号文件、减负三十条
等都有一些明确的要求。在前不久，在山
西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和教学
工作会议上，陈宝生部长专门就作业管
理也提出明确的要求，作为五项重要管
理的内容之一。目前，像辽宁、山西、长沙
等地都陆续出台关于规范作业管理的一
些意见，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他还介绍了下一步主要采取三方面
举措，指导地方按照要求切实落实好作
业的管理工作：

第一，健全作业布置的机制。像学校
作业的常规管理、年级和班级的统筹、教
师试做和面批讲解、学生反馈和评估等
等方面的机制。

第二，提升作业的质量，主要是在严
格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间的基础上，优化
作业的设计，创新作业的形式，强化实践

性的作业，积极探索弹性作业、跨学科的
作业。我们也鼓励各地系统化设计一整
套符合学生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要
求和学科特点的基础性作业。

第三，加强日常监管，对于违反有关
规定，特别是布置惩罚性作业、要求家长
完成或批改作业等明令禁止的行为，发
现一起，严处一起，切实建立起有利于减
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执行院长张志勇从专家的角度补充了对
这一热点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有三个
角度可切入：

第一，必须要明确作业是课程教学的
一部分。这个性质先要把它确定好，也就
是说，它是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组成部
分，不是脱离课程教学活动、推到家庭教
育范畴的事情。

第二，必须要明确作业的两个功
能：一是巩固学习活动，二是诊断。所以
这两条也必须要清楚，它是专业性的教
育活动。

第三，家庭和学校在课后作业、家
庭作业方面的职责边界要划清楚。家庭
也好、父母也好，应该给孩子的家庭作
业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应该支持孩子能
够自觉地完成作业。布置作业的职责，
组织孩子完成作业的职责，批改作业的
职责，是学校的事情，必须把这些职责
边界划清楚。

“所以我想，把这些问题厘清之后，我
们各归其位，共同创造一个孩子健康成长
的良好环境。”张志勇说。

据中国教育报、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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