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贯彻落实省市有关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要求，现将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本级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最多跑一次”承办银行服务网点予以公告。

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7年6月15日

公 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宁波银行

序号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1
2
3
1

网点名称
分行营业部
东门支行
鼓楼支行
江东支行
江北支行
鄞州支行
镇海支行

分行营业部

江东支行
江北支行
海曙支行

鄞州分行

海曙支行

分行营业部

鄞州分行

科技支行

江北支行

城建支行

分行营业部

海曙支行

江北支行

江东支行

高新区支行
鄞州支行
海曙支行

分行营业部
鄞中支行
海曙支行

地址
海曙区中山西路218号

海曙区江厦街43号
海曙区中山西路69号

鄞州区中兴路759-773号
江北区人民路73号
鄞州区天银路1号
镇海区苗圃路28号

鄞州区彩虹北路88号

鄞州区中山东路325号
江北区人民路79号

海曙区中山西路239号

鄞州区惠风东路188号

海曙区解放北路11-13号

海曙区药行街139号

鄞州区首南西路8号

鄞州区广贤路96号

江北区人民路725号

海曙区解放南路166号1楼

海曙区柳汀街36号

海曙区蓝天路166号

江北区大庆南路6号

鄞州区彩虹北路62号

鄞州区创苑路488号
鄞州区首南街道泰康中路500号

海曙区解放南路29号
海曙区中山东路55号
鄞州区甬港南路83号
海曙区解放南路135号

联系电话
87254959
87269276
87307246
87720488
87669465
83061702
86277573
89103640
87293174
87992012
87679301
83883321
87973160
87973079
87301969

87196666-0206
87196666-0209

87397799
87397558
87907138
55122374
87669229
87205925
87325291
87320516

87158950
87158317
87353098
87718320
87718262
87811101
87733159
83862598
87363711
87872874
8717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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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最多跑一次”银行服务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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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沙 艳 任榆帆

暑假即将到来，不少大人难免
会想起在网络世界里被“熊孩子”各
种“吊打”以及“支配”的恐惧。国家
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2015 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达
6.88 亿，19 岁以下网民占全体网民
的 24.1%，其中年龄低于 10 岁的网
民超过1800万。

在网络世界中，“熊孩子”们趁
着爸妈不注意，打赏、游戏花光所有
积蓄的事件层出不穷。不让网络成
为“熊孩子”的摇篮，塑造孩子正确
的网络道德观刻不容缓。

以为遭遇诈骗
原来是“熊孩子”作祟

5 月 30 日上午 9 时许，家住鄞
州塘溪的程先生和戴女士到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取款。但令他们大吃一
惊的是，卡中的1.2万余元存款不翼
而飞了。看到卡内仅剩的 7角钱，夫
妻俩急了，立即来到柜台，拉取了流
水账单，发现仅 5 月份一个月就出
现了大量的微信转账交易，每笔交
易在一两百元。

程先生夫妇是外来务工人员，
两人本来工资就不高，扣除一家三
口的正常开销后，能存下这笔钱殊
为不易。突然之间就没了积蓄，这可
让夫妻两人着急上火了。第一个怀
疑对象就是自家儿子小程，因为夫
妻两人都不会使用手机上的功能软
件，只有儿子会使用微信，也知道银
行卡密码。面对询问，儿子小程坚决
否认，这让戴女士的一颗心掉进了
冰窟窿，难道自己也遭遇电信诈骗
了？

于是，夫妻两人带着儿子，匆匆
赶到塘溪派出所报案。了解情况后，
民警觉得很蹊跷，如果是电信诈骗，
对方一般不会一笔笔小数目转账，
再一看小程的神色，就知道背后另
有隐情。

民警查看了小程使用的手机，
发现其中有两笔数目不小的红包发
送记录，另外还有很多微信快捷支
付账单。眼见抵赖不了，小程只得乖
乖承认是他干的。原来，小程喜欢玩
网络游戏，但众所周知，网络游戏就
是一头“吞金兽”，他偷偷绑定了家
长的银行卡，把里面的钱全用来游
戏充值以及购买虚拟物品了。

像小程这样沉迷于手机游戏的
“熊孩子”并不在少数。为了让自己
“无敌”，瞒着爸妈当起“内贼”，盗刷
自家银行卡，有些还会偷偷删掉银
行的提醒短信。

今年2月5日，鄞州区下应派出
所接到吴先生的报警电话，称自己
妻子的工商银行卡在前一天被人盗
刷了一笔 2000多元的钱。民警赶到
吴先生处，详细询问了事情经过，并
且致电吴先生的妻子了解情况。两
人一致表示，卡一直在身边，并且未
用来购买过商品。就在民警打算带
两人回派出所做笔录时，案件有了
新的进展。吴先生在微信里发现了
新线索，里面有一条“微信支付”，上

面显示“Q币充值”，发生在2月4日
下午2时许。原来当天下午，14岁的
小吴和同学一起玩一款射击类手
游，偷偷充钱用来购买游戏内的角
色和装备。事后，小吴怕被爸妈发
现，便拿来绑定的手机，将银行发来
的交易提醒短信删除了。直到第二
天早上，吴先生去工商银行取款时
才发现卡内少了2000多元。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偷拿家庭
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
的，一般不认为是犯罪。而花出去
的钱，若想再要回来，难度是非常
大的。

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
已成催生“熊孩子”的摇篮

谁来管住孩子偷偷伸向“移动
支付”的手，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关
注的问题，全国各地诸如此类的事
情也时有所闻。比如，今年的1月17
日，南宁一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乖
乖女”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偷刷妈妈卡上的5万元钱买游戏
装备；同样是1月份，济南10岁男孩偷
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并开通移动支付
业务，玩网游花掉8000元……

去年这类事件就更多了：3月，
在杭州余杭，6 年级的小学生瞒着
爸妈，从家里先后拿2.9万元现金在
一家便利店充 Q 币，为的是打游
戏。4月，福建12岁男孩猜出妈妈设

的密码，花 2万元充值手机游戏，另
一名男孩偷用妈妈的账号，花了近
3万元买虚拟物品，送给网络主播；
11 月，东莞 8 岁男孩偷刷妈妈的银
行卡，在三个月内往自己的网络游
戏账户里充值了近5万元……

事实上，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
个方面，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已成
为催生“熊孩子”的摇篮。据中国互
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10 亿，共计新增网民 2132 万人，
半年增长率为 3.1%；我国手机网民
规模达 6.56 亿，较 2015 年底增加
3656 万人。在这中间，有一个数据
非常“惹眼”：2015 年，我国网民总
数为 6.88亿，但 19岁以下网民占全
体网民的 24.1%，年龄低于 10 岁的
网民超过1800万。

“小网虫”之所以这么多，是有
深刻原因的，比如最常见的，家长为
了不让孩子吵闹，就主动用电脑或
者手机上的动画片进行安抚，久而
久之，孩子就形成了“触网”的习惯。
目前，未成年人已成为网络世界的

“常住居民”。有数据显示，90%的中
国儿童（指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在
日常生活中接触互联网，其中城市
儿童“触网”率近95%。儿童首次“触
网”年龄也越来越小，56%的儿童初
次上网年龄低于5岁。

在上网低龄化成为普遍现象的
同时，家长的担忧也在与日俱增。因
为“网络垃圾”脱离学校和家庭的视

线，往往更加隐蔽，更容易导致严重
后果。在腾讯发起的“儿童网络保
护大调查”中，网络诈骗、不良信
息、网络欺凌成为孩子在上网过程
中遭遇的三大危险，其中网络诈骗
比例最高，占61%。网络诈骗易导
致财产风险，长期关注不良信息易
诱发违法犯罪，而网络欺凌和骚扰
易造成心理伤害。

去年年末，由市委宣传部 （市
网信办）、市教育局、团市委等部
门联合举办的第九届网络文化节暨
宁波市绿色网络文明进校园活动，
其年度最后一课就是“帮助学生了
解网络世界背后的‘颜色’”。在
那次活动中，绿色网络文明进校园

活动讲师团一成员用四种颜色描绘
了网络世界存在的各种“网络垃
圾”。他用“黄色”来代表色情内
容。色情是网络世界的一大公害，
在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90%以
上的作案者接触过网络色情内容，
其中60%的人是无意接触，出于猎
奇心理。“黑色”代表了网络诈
骗、赌博等非法行为。在网络世
界，自以为无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
份，无所顾忌地乱来，甚至将网络
暴力发展成现实暴力，最终自食其
果，这就是“血色”。“灰色”最为
隐秘，代表着颓废、消极等不良思
想，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抹黑邱少
云和雷锋事件……

加强家庭公德教育
帮孩子树立正确道德观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各种互联
网产品正在重塑着我们的学习方式、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作为网络世界

“原住民”的孩子更不例外。当务之急
是要让网络带给孩子坏的一面尽量
减少，好的一面则应鼓励和发扬，让
网络服务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让网络安全意识落地生根、让网络
空间环境风清气正，需要各方共同努
力。今年4月，“腾讯不给小学生活路了”
这条消息刷爆朋友圈，引来一片点赞
声。原来，腾讯新推出了一个平台——

“成长守护平台”公众号，官方介绍这是
一款协助家长帮助孩子培养健康游戏
习惯的产品。通过绑定孩子的QQ和微
信，就可以查看孩子的游戏时间以及消
费记录，同时还能进行消费提醒、上网
时段设置，而最绝的就是“一键禁玩”功
能。所以，它也被网友戏称为“新拦截小
学生上网神器”。除了网络平台的努力
外，相关职能部门也在努力，我市一直
力推的绿色网络文明进校园活动也是
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当然，孩子正确网络道德观的树
立，关键还在于家庭。指导孩子从小养
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培养必要的
媒介信息素养，家长应负起第一责任。

去年 4 月，12 岁男孩小豪沉迷手
机游戏，并且用家长的支付宝花 9000
多元购买游戏装备。因为害怕被家人
发现，每次付款后，孩子都删除了消
费短信。东窗事发的那天，小豪的爸
妈严厉批评教育了孩子，并且告诉他
这样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

为给孩子“长记性”，小豪的爸爸杨
先生还想了个办法——让孩子用成绩
和劳动来偿还损失。他们让小豪写了一
张1万元的“借条”，9000多元是本金，还
有些零头当作“利息”。这份“借条”里还
附着一张“分期清单”，一份“还款进度
表”。“分期清单”上写着“洗碗10元”“煮
饭5元”“拖地板20元”“数学考试95分
以上100元”等字样，意思是每完成一项
任务，就能获得相应奖励；“还款进度
表”记录着今后每一天积攒的钱。杨先
生称，让孩子通过劳动等方式为自己的
错误行为埋单，目的是让孩子明白钱来
之不易。如果能让孩子吸取教训，培养
好的学习和劳动习惯，这9000多元钱花
得也是值得的。

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里早已爬满了“小网虫”，但孩子没有成年人的理性以及“久经考验”，导致近年
来各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葩”事件不断发生。加强家庭公德教育，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刻不容缓——

别让网络成为“熊孩子”的摇篮

任山崴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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