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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快递

记者 王庆丽 实习生 罗英

提起“金融服务”，你是否首
先想到的是储蓄信贷、投资融资、
证券交易之类的行业术语？近段
时间以来，在杭州 5 个居民社区
门前先后开出的“联合中小企业
控股社区金融服务中心”，却把业
务重心放在了生活缴费、医疗挂
号、快递收取等非金融类的生活
服务项目上。

“高大上”的金融服务，如何
与家长里短的社区生活相融合？
社区居民对此又有何反应？本报
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

多个社区布点
提供民生服务

“请问，这里可以代缴电费
么？”上午 10 时左右，家住杭州江
干区水湘人家东苑的吴先生走进
三叉社区三新家园小区正门斜对
面的一个营业网点，试探性地
问道。在这间约 20 平方米的店
面内，3 名工作人员身着制服、胸
别铭牌端坐于左侧柜台后，右侧
则由外至内依次设有一台“中国
福彩”的自助终端机及两部“全民
付”便利支付器。

吴先生说，以往，他家的电费
一般是趁周末到小区附近的银行
办理，“人多，操作又麻烦”。而最
近，他好几次傍晚散步时都看见
这家店还亮着灯，且招牌上写明
可提供“缴费支付”等服务，于是
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了进来。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吴先生在

“全民付”上输入住宅电费单号，
刷卡支付了近两个月的电费共计
544.5 元，得到缴费收据一张，前
后不超过五分钟。

“除可提供水电煤气费的代

收代缴外，我们还可为居民提供
华数宽带缴费、公交市民卡充
值、中医挂号、小额取款、信贷咨
询及金融理财咨询等多种服务
项目，部分门店还有自助收取快
递件服务。”浙江联合控股社区
金融服务中心运营经理杨清平
这样说道。

据他介绍，社区金融服务中
心系省经信委指导下的联合中
小企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子公司之一，现与中国银行、杭
州银行、华数集团、杭州市民卡
服务中心、中国邮政、浙江股权
交易中心等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在杭州建有 7 个网点，到今年
年 底 将 总 共 铺 设 20 个 服 务 网
点。首批开业的美政花苑、三新
家园等 5 家门店均设于居民小区
旁，每天从早 9 时到晚 9 时都有
工 作 人 员 为 居 民 提 供 便 民 服
务。另外两家门店正在装修，也
将于近期开业。

诸多业务盲区
期待有效填补

“听说这里可以购买‘福彩’，
我想买几注双色球。”“抱歉，现在

我们还只能提供‘刮刮乐’项目。”
采访中，这样的对话也时常发生。

虽然社区金融服务提出了
“一站式”的设想，然而记者发现，
就现有的服务项目来说，许多方
面仍不能尽如人意。例如，各网
点虽可办理公交、市民卡的充值
业务，但是对于这两类卡的挂失、
补办，特别是老年人与学生公交
卡的充值及年检却无法办理，仍
需当事人持证到离家较远的相关
营业网点办理。而在中医挂号方
面，也仅限于与之达成合作协议
的“万承志堂”这一家中医诊疗机
构。

“社区便民服务有很多空
白，但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填补，
充分满足居民需求，要走的路还
很长，”三叉社区团委书记顾建
娜说道。顾建娜告诉记者，近年
来，许多金融机构都看上了社区
这块“蛋糕”，不时会有工作人员
前来洽谈或者举办活动，然而，
像这种真正落地在社区门口、对
居民提供贴身服务的还是头一
回。

如何能进一步拓展服务项
目 ，打 通 便 民 服 务“ 最 后 一 公
里”？杨清平坦言，他们也正在进

行布局和谋划。比如，他们与浙
大创业园合作进行的果蔬配送项
目正在进行线上推广，并将根据
大数据的具体情况制定线下策
略。对于社区居民需求度比较高
的家教、家政服务，亦在与相关机
构进行接触，并有望搭建起股权
交易、房屋租赁等方面的信息交
流平台。

“今后，一旦网点多起来，各
区域间做好链接，我们还计划向
公路、铁路、医院等部门寻求合
作，力争把便民服务做得更加细
致、完善，”他说，“现阶段我们不
以赢利为目的，首先要培养起居
民的信任感与依赖度，为下一步
打开其支付端做好准备。”

创新发展模式
放眼长远目标

据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
长钱水土介绍，随着我国城市化、
社区化、老龄化的发展，社区和社
区集群将成为广大城乡居民和小
企业的承载主体，发展社区金融
也正在成为各商业银行的战略重
点之一，是其创新金融服务的动
力源泉。目前，本土的杭州银行、
杭州联合银行等，都开始涉足社
区金融服务业务。

然而，与社区银行不同的是，
这类由非银企业创办的社区金融
服务中心不属于银行的分支机
构，无法提供存贷业务、基金购买
和投融资等基本金融业务，但由
于与银行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可
视为现有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一
种延伸与嫁接，“省去了银行设点
需要投入的安保、场租、人员和设
备等成本，从规模效益来讲是件
好事”。

钱水土告诉记者：“无论银行
还是非银机构，只要进入社区，便
不能只提供金融服务，也要同时
提供便民服务，把政府的公共服
务职能与金融服务功能整合起
来，才能达到双赢的目的。”

杭城社区金融服务中心便利百姓

大金融，融入小社区
民生

RUI MIN SHENG

锐

位于杭州三新家园附近的“联合中小企业控股社区金融服务中心”营业网
点。 王庆丽 摄

本报讯 （温岭日报记者 陈祥
胜 陈舒丹）“眼下全市的技改资助
政策实施普惠制，加上财政资金有
限，扶持项目又多，使真正需要扶持
的项目缺乏支持力度，建议提高技
改资助的门槛，突出重点，扶优扶
强。”10月11日，温岭市美丽乡村建
设专项资金和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民主恳谈会上，与会人员认
为，举行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民主恳
谈会，体现了《预算法》的新要求，也

是预算监督的新途径、参与式预算
的新探索。

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继
平介绍，通过绩效评价民主恳谈，能
够监督政策是否科学、资金安排是否
合理、资金执行是否到位、成效是否
能体现，等于在预算民主恳谈的基础
上，向前延伸到政策，向后延伸到执
行效果。“而对过去一年的专项资金
进行绩效评价，也能为今后预算安排
提供更科学的依据。”林继平说。

温岭 资金绩效民主恳谈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文芳）
秋意渐浓，又到了下一年度报刊杂
志等文化产品的订阅高峰期，德清
县钟管镇青墩村的支书吴金泉今年
显得尤为轻松，他乐呵呵地告诉记
者：“以后村里订阅报刊杂志再也不
用村民自己出钱了，村里还能申请
征订对农村工作开展有利的报刊杂
志，村民们不花钱就能读到高大上
的文化产品，真要点个赞！”

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村级组
织订阅的报刊杂志费用全部出自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1990 年，吴金泉
当上了青墩村的村主任，那个时候
村里被摊派订阅报刊杂志合计达五
六种，到了 2013 年，增至近 30 种。

“报刊杂志多了起来，但利用率却下
降了，造成了严重的资金浪费，也给
村民们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吴金
泉说。据了解，2013 年度，德清县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报刊杂志订阅总
金额近 112 万元，一个村级组织订

阅的报刊杂志金额少则四五千元，
多则上万元。

今年9月底，德清县开始对村级
组织报刊杂志征订工作进行规范，以
前由村级组织承担的报刊杂志订阅
费用分别由各乡镇、部门来承担。村
级组织的党报党刊费用由乡镇（开发
区）承担，列入乡镇（开发区）财政预
算，而业务性报刊杂志则一律由各个
部门免费赠阅。为了提高报刊杂志
的利用率，向村级组织赠阅党报党刊
的数量，应结合村里经济发展水平、
党员人数等指标进行，确保科学合理
使用；对业务性报刊杂志，按照指导
服务功能按需赠阅以避免浪费和重
复赠阅，确保下乡的文化产品得到充
分合理的利用。

“现在村里对报刊杂志的订阅
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自愿而且免费
订阅。”吴金泉开始着手在村里征求
意见，上报下一年度需要订阅的报
刊杂志了。

德清 不用花钱乐享阅读

本报平湖 10月 12日电 （市委
报道组 任迎春 记者 陈培华） 一
支起拍价1000元的钢笔，以6000元
成交；50 克的金条从 8000 元竞拍到
12700 元⋯⋯今天，平湖市委托拍
卖公司对党员干部上交的物品进行
拍卖。拍卖的物品种类繁多，有纪
念币、纯银月饼、名酒、名表、名包、
电脑以及冬虫夏草等。

记者从平湖市纪委了解到，这
些物品是该市机关党员干部主动
上交的，主要来自各镇街道、市级
机关部门等 20 多个单位。对于党
员干部上交的“三礼”，一般通过

“581”账户汇入国库，礼卡、礼券等
需要兑换成现金后再汇入国库，而
实物类礼品这次采用公开拍卖的
形式进行。

据介绍，所有拍品于10月10日
至 11 日进行公开展示，拍卖以实物

现状为准。对于此次拍卖活动，不
少机关党员干部积极“围观”，干部
小余坦言，这样的公开拍卖，对自己
也是一种教育、提醒和督促，作为党
员干部要坚决拒收“三礼”。

“通过公开拍卖，既可以规范
‘三礼’集中统一处理工作，更是
一场敞开式的廉政教育会，向社会
传递廉政正能量，倡导廉政好风
尚。”平湖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平湖市纪委先后出台廉
洁过节“零报告”、廉勤谈话、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五个不准”等约束
办法，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廉洁氛
围。

此次拍卖所得资金将全部上交
平湖市“581”党员干部廉政账户。
2013 年 11 月以来，该市共有 83 人
次主动上交“三礼”，折合人民币
29.5万元，同比下降42.7%。

平湖 拍卖干部上交物品

本报天台10月12日电（ 记者
斯信忠 通讯员 徐平 许跻凌）今天
下午，一台乡土味极浓的演出，在天
台县街头镇后岸村文化大礼堂上
演，引来村民及各地游客的阵阵喝
彩。这是该镇组建乡土文艺创作团
队近半年来，自编、自导、自演的第
18场次演出。

今年初，街头镇组建了一支有
一定文化基础又热心创作的乡土文
化艺术创作团队，村民们自编、自
导、自演道情、三句半、小品、快板等
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在各村文化
礼堂进行巡回演出。

后岸村好媳妇汪倩嫦，利用能

歌善舞的特长，创作了小品《福满农
家》，教村民认真排练表演。今年 4
月，集歌舞为一体的节目，由普通村
民上台表演，一举夺得了县汇演第
二名的好成绩。由农民自己作词、
谱曲创作的《集镇村村歌》，以轻松、
欢快的表现形式，唱出了农村的新
气象和村民的新风貌。

在村民积极创作乡土文艺作品
的同时，该镇帮助集镇、后岸等村先
后成立了文艺表演团体 6 个，文艺
骨干队员上百人，免费演出了由村
民原创的 15 件文艺作品，这些喜闻
乐见的文艺作品，增添了村民和游
客的乐趣，受到百姓的普遍欢迎。

天台 乡土文艺备受追捧

10月 12日，在金华市金东区岭下
镇的坡阳老街，12组选手打起了厨艺擂
台。坡阳老街有数百年的历史，曾是金
华通往丽水、台州、温州的必经之路，因
此商贾发达，热闹非凡，出过不少响亮的
商号，像同泰、同和、豫康、保元堂、叶乾
元等。

记者 张丹丹 摄

百米长街比厨艺百米长街比厨艺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佳莹）
“您好，我是快递员，请十分钟内到校
门口取件。”校园网购越来越多的今
天，“学生网购族”常会接到这样的取
件电话，可要是正在上课或在校外打
工怎么办？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的学生没有这种烦恼，校园快递超市
解决了校园快递最后一公里，让
3000名师生可以24小时随时取件。

“许多快递公司在高校发送快
递，大多是在校门口，通过电话、短
信让老师同学立即来取，不仅时间
紧而且路程较远，还影响上课和休
息。”学校团委书记朱佩佩说。

一年前，几个快递专业的学生
在创业大赛中提出了快递超市的金

点子。利用邮电院校的人才和经验
优势，老师们协助创业团队与多家
快递公司谈合作，还将专业建设经
费用于快递超市的设施建设。目
前，这家名为“翼扬 E-young”的快
递超市已与申通、EMS、顺丰、圆通、
韵达等 8 家快递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由快递公司支付给超市平均每
件 2 元的配送费，创业团队第一年
就获得了5万余元的年收入。

这个校园快件配送平台被分隔
成了三个区域，前台营业区、物料仓
储区和自助取件区，每个区域都配
备了监控摄像头，24 小时实时监
控。每天一大早，仓库的卷帘门一
拉，一车车快件就可以直接进入仓

库，学生店员们会将快件按不同快
递公司分别存放整理、录入系统，并
短信通知收件人取件，遇到大件货
物还可提供送货上门服务。除了前
台人工取件，超市内还专门设立了
自动取件柜，只要凭借短信上的二
维码就能轻松实现24小时取件。

“我们有一套自主开发的校园
快递系统，学生只需输入快递单号，
就能查询到快件是何时到达快递超
市的，除了取件，系统还能查询各大
快递公司的寄件价格，方便学生寄
件。”学校快递专业负责人余曦告诉
记者，快递超市还方便了校园里开
网店的学生货物进出，开学时的大
件行李寄送也更为便捷。“它类似于

计算机网络中的集线器或者无水
港，实现了多对一的集中快递配
送。”余曦说。

据了解，去年快递超市刚成立
时，只与 5 家快递公司有合作，每天
也仅有几十件快递；而如今，平常每
天就有 300 多件，到了开学季和“双
十一”时，日均快递件数更能达到
400余件，这个“快递管家”越来越受
到师生们的欢迎。

如今，日渐成熟的快递超市吸引
了不少周边高校前来取经，更有企业主
动寻求合作。“我们正在探索软件升级，
二期快递信息系统即将上线，主要是加
强信息系统与自助取件系统的对接。”
快递超市“店长”鲍一鸣说。

校园快递有了接送平台

绍兴大学生自办“快递超市”

近日，游客在长兴县太湖图影生态湿地公园二期游玩。这片湿地与太湖相通，
“五水共治”后生态得到修复，成为市民短途游的好去处。 叶寒青 丁珊 摄

“五彩稻田”乐游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