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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推出“二手房交易一站式服务”新模式

按揭买房最快4 个工作日完成交易
以前市民办理存量房交

易，从面签借款合同到最终
办理抵押并放款，分别需要
前往银行、房产政务大厅或
中介门店办理相关手续，整
个过程下来需要买卖双方
多次往返于多个部门，既耗
时又耗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深入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
网上办理，必须到现场办的
也要力争做到‘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放管服”
改革，成为今年的热词。

为认真贯彻“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作理念，切实
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水平，
近日，成都市房管局与工商
银行成都分行合作，创新推
出了“二手房交易一站式服
务”新模式，利用银行网点
多、分布广的特点，将交易
服务地点融合、前移至银行
网点，使得从申请贷款到买
卖及抵押备案完成整个过
程的办理时限，由 2到 3个
月缩短至最快 4 个工作日
（全款交易最短仅需1个工
作日）。

市房管局介绍，以前市民办
理存量房交易，整个过程非常
繁琐，需要买卖双方前往银行
面签借款合同、前往房产政务
大厅或中介门店打印网签合
同、再前往银行办理资金监管、
再到房产政务大厅办理核税、
过户手续，等待审核通过后前
往房产政务大厅缴费并领证，
再到银行办理抵押并放款，“费
时费力不说还打挤。”

针对这个痛点，为了“让信
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市
房管局联合工商银行成都分
行，分别在工商银行成都东大
支行、青龙支行、龙泉支行等9

家支行，率先推行“房屋自助交
易服务区”，市民可在此申请办
理“信息查询、交易受理审核、
网签备案、资金监管、抵押合同
备案”等多项交易业务。

据了解，服务区内推出了
“存量房自助交易服务机”，并
派驻审核人员进驻。一站式服
务模式下，交易双方可先通过
工行线上贷款申请平台进行自
动化估值及贷款预审批，再通
过银行网点提交资料进行信息
复核、档案查询、合同网签、资
金监管办理、过户及抵押办理，
实现了一站式办结，既方便了
办事，又防范了金融风险。

“结合银行网点多、辐射
面积广的优势，可省去广大
市民在存量房交易过程中反
复奔走于银行、政务服务大
厅的繁复流程。”市房管局测
算后发现，新模式将从申请
贷款到买卖及抵押备案完成
整个过程的办理时限，由2到
3个月缩短至最快4个工作日
（全款交易最短仅需1个工作
日），“真切地让老百姓少跑
路、少排队，有效降低交易成
本、提高交易效率。”

打造二手房交易一站式
服务模式，是成都市房管局
拓展服务方式、延伸服务触
角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是
探索简化线下办事环节、丰
富线上服务内容的一次重要
尝试。

下一步，市房管局将紧紧

围绕便民服务的宗旨，加强
智慧政务建设，不断优化完
善一站式服务模式，并探索
加载房屋租赁业务功能，打
造租售一体的全新房屋交易
生态，全力构建“仅跑一次”、

“不见面审批”的服务新体
系，全力提升老百姓在城市
服务中的“获得感”。

家支行网点9 率先推行“房屋自助交易服务区”

缩短办理时限
最快4个工作日可办完抵押备案

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迄今为
止能追溯到最早的考古学文化，而
随着研究深入，考古人员确认了一
种早于宝墩文化的遗存。“我们暂
且将它称为‘高山一期遗存’。”刘
祥宇说，这类遗存从层位上早于宝

墩文化最早阶段“宝墩文化一期早
段”。“从目前测年结果看，高山一
期遗存在成都平原出现的时间，仍
属龙山晚期偏早阶段，陶器、石器
制作均较精致，应该并非成都平原
原生文化，而是从其他地区迁移而

来的。”
这个发现给研究人员带来了

更多启发，“我们对成都平原史前
史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说明宝
墩古城、高山古城、盐店古城等并
非凭空出现的。”

成都平原最早人骨中发现有趣现象，
十几具成年人骨被拔掉牙齿，专家猜测：

四千年前的古蜀人
拔牙是种成人礼？

（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 天府早报记者 段祯
实习生 吕佳敏

“通过为期一年的拼
对工作，我们获得了一
批保存十分完好的人
骨，这是目前成都平原
发现的最早的人骨资
料。”15日，高山古城发
掘现场负责人刘祥宇介
绍了成都大邑县高山古
城遗址最新的考古研究
成果，“在这些人骨中，
我们共发现有十余个个
体拔除了上颌侧门齿，
这是目前成都平原所见
的最早的拔牙现象。”

此外，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
批保存十分完好的人骨，在这些
人骨中，共发现十余个个体拔除
了上颌侧门齿。“这是目前成都平
原所见的最早的拔牙现象，也是
中国新石器时代拔牙现象的人群
中地理位置最为偏西的。”新石器
时代的拔牙习俗，流行于海岱地
区，特别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
的大汶口文化中大量流行。“由于
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我们推测
拔牙习俗或是当时的一种成人
礼。”刘祥宇说，在目前发掘的100
多具人骨中，拔牙的仅有十余个
成年个体，这也可以推断当地存
在人群流动，“根据之前的发现，
拔牙习俗最可能的传播路线是从
山东到湖北再到四川。”

早前，在距今约有 5000 至
5500年的茂县营盘山遗址等地也先
后出土过人骨，“考古工作是一项需
要很多资料才能进行解题的工
作。”刘祥宇说，高山古城的这次发
现，虽然时代已晚至龙山晚期，但
已经是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最早
的拔牙现象，“通过DNA技术分析、
同位素等研究比对，极可能会得出
古蜀人来源于哪里的这个谜题。”

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
这些文化一脉相承的遗址出土的
古蜀国礼器等文物，向人们展示
了时代遥远的古蜀国的精致手工
和瑰丽想像力。不过，古蜀国的
族属来自哪里至今没有定论，仍
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通过对
成都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的一系
列考古，这个谜题，有望揭开。

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位于大
邑县原三岔镇赵庵村古城埂，这
座遗址距今大约4500至4000年
左右，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至夏代。从2012年以来，考古

队工作人员对此进行了考古勘
探，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高
山古城发掘现场负责人刘祥宇介
绍，发掘区内地层依次为现代耕
土层、清代层、汉代层、新石器时
代层。其中发掘区内的第四、五、
六、七层均为新石器时代地层，第
四、五、六层下均叠压有新石器时
代遗迹。“发掘获得的遗迹现象较
为丰富，有新石器时代墓葬 115
座，人祭坑1座，灰沟16条，灰坑
168座，同时出土了丰富的陶器、
石器、骨器、木构件、动物骨骼、植
物种子等遗存。”

发掘获得丰富遗迹 古蜀人来源有望解开

成都平原最早古城址 确认比宝墩古城早

人骨拔掉牙齿
古城居民有拔牙习俗

出土文物

人骨拔牙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