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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宁波银行“3•15”活动序幕在海曙
区南都社区拉开。活动以丝巾秀开场，
引入“倡导依法理性维权”宣传主题，在
关爱老年妇女群体的同时，让金融服务
与宣传更加容易接受、更加有温度。

3月 11日，宁波银行工作人员前往
位于江北慈城、三面环山的金沙村，联合
当地村委会，在集旅游地和红色教育基
地为一体的金沙村，布置了一面“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守住‘钱袋子’”主题的宣传
墙。

3月 13日，宁波银行邀请市消保先
进标兵，在金融知识教育基地——水岸
心境社区举办金融知识讲座，从老年消
费者容易上当受骗的原因、常见的消费
陷阱、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等方面，呈献
了一堂生动的消费教育课，同时现场调
研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对金融知识和服务
的需求。

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提高金融
消费者的权责意识和风险意识，宁波银
行积极响应监管部门号召，开展以“权
利、责任、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在行动”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教育活
动，加强公众教育服务，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宁波银行精心组织，按照“3•15消
费者权益日”主题活动要求，利用辖内营
业网点LED屏幕、液晶电视滚动播放宣
传标语，在网点营业现场设立宣传点，开
辟专区或宣传专栏，摆放各类宣传海报、

折页、金融知识读本，宣传相关金融知
识，解答市民咨询，通过网点大堂微沙龙
形式在客户等候高峰期间宣讲金融知
识，充分发挥营业网点宣教阵地作用。

老年人作为特殊消费群体，在日常
生活中更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忽悠、欺骗
的对象。在本次活动中，宁波银行立足
老年群体视角，通过践行使命，服务群
众，倡导诚信，引导消费，不断增强老年
客户群体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
力。

此外，在“3•15”来临之际，宁波银
行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自身权益被侵
害时，可采取四种途径维护正当权益：

一是与金融机构自主协商解决，这
是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解决争议的基
本方式。

二是请求调解，在自愿、合法的原则
上，由消费者协会或其他调解组织介入，
起到居中调解的作用。

三是通过投诉，包括向金融机构的
投诉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
投诉，或向依法设立的第三方机构投诉。

四是诉讼与仲裁，仲裁是一种准司
法活动，有公平、快速、经济、保密性强的
优点，而司法审判具有权威性、强制性，
是解决各种争议的最后手段。

金融助老有温度 维护权益更有力

中考首考科学实验操作

系绳子 划火柴
这些生活技能你都会了吗？

海曙外国语学校学生在做实验（资料图片）。

此次测试整体情况如何现在还不
得而知，成绩将在4月6日左右发布。
不过，记者采访多位科学老师以后发
现，平时的实验操作中，出现问题较多
的竟然是偏生活技能方面的问题，比如
绳子不会系、火柴不会划、灯泡不会拧
等。

在测量物质（小石块）的密度这一
物理实验中，测量小石块体积时，需要
用绳子把小石块系住，放到装好的水
里，前后两次读完刻度后，把小石块取
出，解开绳子，放回原处。相当一部分
同学刚开始做这个实验时，问题竟然卡
在了系绳子这个环节。有的同学一次
两次打不好结，影响实验时间；有的同
学因为绳子系得太松，小石块掉进了量
筒里；还有的不会打活结，打成了死结，
导致后面解不开……

“现在有些孩子，到了小学高段甚
至初中，还不会系鞋带，平时穿的鞋子
也都是没有鞋带的，实验时遇到系绳子
就出现问题了。”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

校教务处主任、初三科学老师钟意定告
诉记者。

在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这一实验
中，需要用点燃的火柴靠近制取了二氧
化碳的容器，火柴熄灭则表明二氧化碳
制取成功。但在此前多所学校的实验
练习中，老师们发现不少同学尤其是女
生不会划火柴。“有的女生一开始有点
怕，不敢划，有的同学则是用力过猛，老
是把火柴折断，多次练习以后才慢慢好
转。这与现在生活中不大用到火柴有
关。”

其他如抹布使用过后不会折叠好，
而是团成一团等现象也比较常见。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确实有差异，
这和成绩好坏无关，更多反映的是平时
生活中动手机会太少，生活技能掌握不
够。经过训练，这些问题慢慢都解决
了，不过对家长和学校来说，这也是一
种提醒，平时还是要让孩子们多掌握一
些生活技能，这不仅仅是为了考试。”钟
意定老师分析。 记者 王伟

本次考试采取考生现场实际操作、
平台设备摄录考生操作全过程、考后评
卷教师通过观看考生操作视频集中统
一网上评分的形式。试题共6个，含物
理实验3个、化学实验2个、生物实验1
个，分别是：

测量物质的密度；
探究凸透镜的成像；
测定小灯泡的电功率；
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
配制一定溶质的质量分数的溶液；
制作临时装片，观察植物细胞。
考生在电脑上随机抽取1个实验

进行操作测试，每批次安排时间为30
分钟，操作测试时间为15分钟。

王喆和李荫泽都是蛟川书院初三
（1）班的学生，他们参加的是第一批次
测试，两人都抽到了配制溶液这一化学

实验。“这个实验相对比较简单，应该没
什么问题。”王喆笑着说。而在第二批
次测试中抽到了制作临时装片实验的
另一位同学，走出实验室后有点着急，
他说自己在电子目镜对光采集时出了
点状况，不确定是否会被扣分。正当杨
老师和学生探讨实验过程时，又有其他
班级的学生测试结束进来找老师，“老
师，我出来以后才想起来我把实验多出
来的水倒进了塑料水槽里，其实塑料水
槽是迷惑性质的，多出来的水不应该倒
那里面……”

大多数同学测试结束淡定地回到
教室，开始自习。“从去年开始，我们前
后已经进行了五六轮实验练习，平时的
实验教学也都按教学要求开展，同学们
整体的实验操作水平还是可以的。”杨
瑞娟老师介绍。

有人淡定有人紧张
平时会操作的测试中也可能出问题

绳子不会系、火柴不会划……
这些平时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家长注意

3月 11-12日，全市近6.7万名初
三学生参加宁波中考史上首次出现的
科学实验操作测试，这也是今年宁波中
考的首考。两个“首考”，让这次考试备
受关注。

11日早上8点多，记者来到考点之
一的镇海区蛟川书院，学校科学教研组
长杨瑞娟正在给即将考试的学生做考
前答疑。“滤纸用完了该放哪里？”“滴管
里的水多出来怎么处理？”“电子目镜对
光采集时图像很暗怎么办？”……平时

实验操作已经挺熟练的同学们，从考试
前一天开始，似乎又有了新的问题，他
们一遍遍在心里模拟实验的过程，然后
向老师提出一些看上去有点“奇怪”的
问题。

随着第一批、第二批测试结束，又有
学生时不时走进老师办公室，向老师求
证自己操作中的某个细节是否准确。“科
学实验第一次列入中考，同学们多多少
少还是有点紧张感的。”杨老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