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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平

　　“想不到在手机上点点，不到一个小时
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现在办证太方便
了！”近期通过杭州城市大脑上的“交房云
登记”系统，顺利办理了商品房产权证的市
民叶先生说，他在收房拿钥匙时，就通过手
机办理了不动产权证，这种“交房即交证”
的感觉特别幸福踏实。
　　“以往老百姓‘喜提’新房，如是按揭
客户，拿证耗时 1 至 3 个月不说，中间一
般还得请中介代办，并需支付一定的中介
费用。”杭州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副主
任何杰说，他们近年来从群众痛点堵点出
发，通过打造多跨协同的“交房云登记”大
数据系统，让群众办证“零中介、零资料、
零等待、零次跑”，大大便捷了群众，实现
了优体验、提效能、护权益、防风险的“四
赢”效果。
　　何杰解释说，以往按揭购房的群众
办产权证，需要银行、公积金等抵押权人
配合到场，并提交相应资料，而银行等抵
押权人既不放心业主自己办，也安排不
出人手陪着办，为了便于管理，就指定中
介办，中介就会向业主收取 500 — 800

元不等的费用。如这家中介不负责，业主
得证时间很有可能再延后几个月，极大
影响业主权益；而一些急于资金周转的
创业者、急于落户入学入托的“新市民”，
又特别希望加快办证，有时候中介还巧
立名目向他们收“加急费”。
　　“现在通过运用‘交房云登记’系统，
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群众不需要
找中介，也不需要约时间、跑窗口，数字
化 24 小时在线办理，省时又节成本。”何
杰说。
　　据了解，杭州“交房云登记”已迭代了
3 次，从过去需要业主（中介）到不动产登
记中心窗口办，到如今全程网上办、不
见面。
　　“‘一网通办’的背后，是我们实现了不
动产登记中心、税务、公积金、银行等多部
门数据的深度协同，群众在手机上登录杭
州城市大脑、浙里办等 App 平台，在线申
请不动产登记，数据将在多个部门自动跑、
协同跑，登记、缴税、抵押一并完成，不动产
电子证照即可迅速生成。市民如需要纸质
证书的，带上身份证就近到各区的行政服
务中心自助打印即可。”何杰说。
　　记者在杭州市一些行政服务中心看

到，杭州的不动产打证机，平均 2 分钟
出一本不动产权证，不仅现场生成唯一
的不动产权证识别码，还包含了详细的
分户图等重要信息。
　　“‘交房云登记’数字化应用，不仅让
业主免除了过去各种烦琐的办证前期准
备工作，使业主可以快速办理后续的落
户、抵押贷款、子女入学等民生要事，切
实保障了其权益；并有效压缩了指定中
介代办、房产证快办或慢办带来的权力
寻租问题。”何杰说。
　　一项数字化变革，提升了政府办事
效能，也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2021 年 7 月，杭州上品华庭小区的
20 多名业主，集体向杭州市不动产登记
服务中心送来了一面写有“民呼我为办
实事，高效便捷暖人心”的锦旗，而事情
的起因恰是因该中心推出的“交房云登
记”数字化应用，让这些业主收获了“及
时雨”般的喜悦。
　　据送锦旗的业主代表李先生介绍，
小区新房是去年 6 月中下旬陆续交付
的，按以往流程，拿到不动产权证最快需
要 1 到 3 个月，而那时候再去落户，就
错过了小孩就读当地优质小学的报名截

止时间。
　　“当时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
得知收房当天就可以领到不动产权证的
消息后，我们喜出望外。收房那天就通过
手机端办好了产权证，拿到了‘红本本’，
20 多名业主的子女就学报名，赶上了，
也就有了给登记中心送锦旗的一幕。”李
先生说。
　　据了解，通过运用“交房云登记”
系统，截至今年 2 月底，杭州市 32 个
新建商品房小区 5.92 万户家庭通过手
机端体验了“左手收新房、右手领‘红
本’”的幸福。而据测算，通过全程数字
化办理不动产权证，预计全年可为群众
节约中介费 3000 多万元，节约纸张消
耗 9 吨以上，全年可减少碳排放 3600
多公斤。
　　“数字化改革的核心，就是以人民
为中心，通过让部门数据多跑腿、相关
部门权力受约束，进而达到让群众和企
业少跑腿、百姓得实惠的目的。”何杰
说，接下来，“交房云登记”服务将由主
城区向杭州全市域铺开、由“一手房”向

“二手房”推进，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交房即交证 杭州让数字化与百姓走得更近

  2022 年的“一号文件”已是连续第十九年聚

焦“三农”议题。而作为网点覆盖近 99% 县域地

区的邮储银行，一直都是“三农”金融服务的重要

提供者。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坚守服务“三农”的战略定

位，通过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加快产业融合发

展等方式，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截止到

2021 年底，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涉农贷款结余近

150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近 40%。

银政合作 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做好三农金融服务，必须建立起长效服务体

系。其中通过设立涉农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等组

织保障措施就是一种有效的探索。

  2021 年 5 月 7 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和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联合挂牌“北京市小微

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该行也成为在北京

率先挂牌服务于乡村振兴的金融机构。“北京市

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是以服务北京

乡村振兴战略为目的打造的银政企多方合作交

流平台，为北京小额贷款客户实现融资需求提供

了新窗口，也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客户提供更

好、更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自成立以来，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小微快贷

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一是发挥政府平台优势，

推进与各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乡村振兴领域

合作。在该平台的推动下，实现战略协议签约近

10 个，描绘了前景广阔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蓝

图；二是聚焦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队伍建设，在辖

区内各支行选拔业务熟练、经验丰富、服务态度

好的客户经理入驻，不断壮大支农、惠农力量；三

是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履行邮储银行责任，通过

营销走访、“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进企业、进

社区、进农村，倾听各方需求，推出支持蜜蜂、大

桃和板栗等特色产业的信贷产品，让金融服务既

有温度、力度，又有精度、广度、深度。

机构下沉 服务更有效更接“地气”

  作为国家农产品加工示范单位、北京市“菜

篮子”工程优质标准化生产基地，北京怀柔一家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种养殖基础上加快转型，

2021 年增加休闲农业项目，如采摘、亲子活动、学

生实践课堂等，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

改造，致使资金一度紧张。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通过“小微快贷中心·三

农金融服务站”的政府背景优势，聚焦北京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重点发展企业，积极开展“送

贷上门”专项活动。在一次走访中，入驻的客户

经理了解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困难，经过多次

上门实地走访，结合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相关优惠政策，为该合作社制定专项金融服务方

案。最终，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获得了超 1000 万

元的贴息信贷支持。

  通过“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平

台，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积极加强与北京市各区政

府、区农委沟通力度，为农村市场提供更好、更有

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一方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聘请农业领域专家，通过组织专题讲座，为有需

求的农户解答种养殖专业问题，同时宣讲金融支

农惠农政策，助力提升农民技术水平、普及金融

知识，帮助农户防范和化解各项风险。此外，邮

储银行北京分行还借信用村建设的东风，积极构

建邮储银行农户信息大数据平台，从而进一步解

决了北京山区金融服务触达有限的难题。

  未来，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进一步践行“服

务三农”的初心，以“极速贷”等重点产品持续赋

能农户、小微企业，以“美丽乡村贷”“光伏贷”等

创新产品支持北京市特色产业发展，着力打造具

有地方特色、凝聚各方力量的乡村振兴特色支行

和小微快贷中心，用实际行动履行金融支农的社

会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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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
县依然寒风凛冽，最低气温突破零下 13 摄氏
度，而玛多县人民法院的姊妹湖调解室内却
十分温暖，笑声阵阵。
　　“瓜真切（藏语，意为‘谢谢’），瓜真切，丫头
们，你们要是我的孩子该多好。”住在玛多县花
石峡镇的老人多昂和老伴拿出做好的锦旗，拉
着玛多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才侦措的手不
住地感谢，“你们来花石峡一定要到家里坐坐，
我要把最香的奶茶端给你们。”
　　 2020 年，多昂与他人签署房屋售卖合同
后，对方因个人原因未在约定时间付清尾款，
拖延 1 年之久，纠纷经村干部、乡镇派出所多
次调解，始终没有解决。在姊妹湖调解室工作
人员一次下乡途中，多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递
交了诉状。
　　查事实、找被告、核损失，2021 年 11 月，
姊妹湖调解室的干警与花石峡镇司法所组织
双方坐在一起，用通俗的语言讲道理、摆事
实、释法条。双方最终冰释前嫌，顺利达成调
解协议。不到一周，老两口就住回了温暖的
房子。
　　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是青海省海拔最高、人口最少
的县。全县总面积 2.5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
到 1.5 万人。地广人稀，牧民逐水草而居，玛
多法院的干警们有时要花一个星期才能找到
当事人。从柏油路，到砂石路，再到茫茫草滩，
汽车爆胎是家常便饭，车到不了的地方只能
骑马，从马背下来，大腿内侧常被磨得生疼。
　　为有效减轻群众负担，玛多法院重点打
造巡回法庭，采取多元纠纷调解机制。“群众
出不来，我们就走进去，不能因自然环境限制而让群众的权益得
不到保障。”玛多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赛措吉说。
　　姊妹湖调解室成为巡回法庭落地的重要载体。玛多境内的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一对淡水湖，被当地群众亲切地
称为“姊妹湖”。“当时我们正打造特色调解室，便想到了‘姊妹
湖’这个名字。”才侦措介绍，“一是女干警居多，大家平常如同姊
妹一般；二是希望来调解的人能像姊妹一样，相互体谅理解，将
矛盾在诉前化解。”
　　 2021 年 9 月 15 日，玛多法院姊妹湖调解室正式成立。如
今，姊妹湖调解室已成为玛多县法治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法
院负责业务的 8 名女干警都参与其中。
　　过去，当地牧民出现矛盾纠纷，往往寻求家族有威望的人调
解。赛措吉说：“现在群众都信任法院公平公正，有事主动找法院
主持调解。拿着盖了章的调解书，群众心里才踏实。”
　　随着姊妹湖调解室工作的开展，许多调解完纠纷的人主动
加入义务法律宣传员队伍。玛多县扎陵湖乡尕泽村牧民才让拉
毛曾因他人拖欠劳务工资找到姊妹湖调解室。“调解当天我就拿
到了钱，现在我常跟亲戚朋友说‘有事就找法院，准没错’。”才让
拉毛说。
　　“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我们法院干警，把法庭搬到牧
民家门口，让国徽闪耀在黄河源头，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赛措吉说。           
           (记者柳泽兴、李宁)新华社西宁电

青
海
玛
多
有
个
姊
妹
湖
调
解
室

新华社记者马姝瑞、汪海月

　　海拔 500 多米的马家溪国家森林公
园深处，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庙首林场场
长姜育龙健步行走在林间小路，时不时掏
出卷尺，测量一株株红豆杉的树径。
　　这片红豆杉面积有 50 余亩，正是茁
壮生长的幼龄期，树径大多已长至 6 厘米
以上。
　　“枫香、红豆杉、檫树，是 2000 多亩碳
汇林的主要树种。”1986 年就分配到林场
工作的姜育龙说，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他
从没想到种树除了造林绿化、卖木材致富
外，还能用来做碳汇交易。
　　庙首林场是安徽首单林业碳汇线下交

易的“卖方”。2021 年 8 月，宣城市牵线工
业企业与林场合作，庙首林场以 14.57 万
元的价格向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
司出售 3036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经过第三方专业测算，这些碳汇使公
司‘十三五’期间办公、生活等非生产环节
的碳排放量全部得到了中和。”安徽省司尔
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林枫说，这
也是企业通过碳汇交易探索实现碳中和的
一次尝试。
　　地处皖南山区的宣城森林覆盖率达
60% ，拥有可观的碳汇“仓储”。2021 年发
布的宣城市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实测评估结
果显示，全市森林年固碳量 428.21 万吨，
是工业企业年碳排放量的 1.5 倍。

　　姜育龙至今记得，碳汇交易完成后，
每天有十几个电话从全国各地打来，迫
切地咨询如何测算固碳量、开发碳汇产
品……
　　“这说明企业和市场对碳中和非常
关心，我们的探索有价值。”他说，继首
单交易之后，庙首林场于 2021 年 12 月
又向当地两家石材企业出售 7275 吨二
氧化碳排放量，首批开发的碳汇全部
售罄。
　　红豆杉日夜不停地生长着。走出森
林，推进林业碳汇的工作也一刻不停歇。
　　为了提升林业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
和碳汇能力，安徽不仅组建了碳汇工作
专班，编制林业碳汇工作方案，还积极进

行林业碳汇项目建设、计量监测、碳汇交
易等工作。安徽省林业局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全省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总量
达 32980.54 万吨；2021 年，全省完成
林业碳汇交易 19585.69 吨，实现交易金
额 85.21 万元。
　　“十年树木。碳汇交易急不得，还要
进一步探索、完善。比如碳汇林建设和核
准要有更科学的标准，碳汇开发需要更
专业的力量。”旌德县林业局副局长梅学
峰说，今年，当地将以庙首林场的 2 万
余亩林地为主，对森林固碳量进行全面
监测，完善本底调查，为释放更大的碳汇
价值打牢基础。
         新华社合肥电

在林间树梢，感受不停歇的碳中和
探 访 安 徽 首 单 碳 汇 交 易 林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