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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兴业银行宁波分行为市民普及金
融知识，在工作中传递消保温度，有效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赢得各界好评连连。

近年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牢固树立
“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重视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通过改进完善产品和服务，扎
实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将消保工作落
到实处，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在宁波当地共设
立了19家社区支行，社区网点在甬城的
各个角落践行着“真诚服务相伴成长”的
服务理念。兴业银行宁波荣安心居社区
支行就是其中一家，面积不大，硬件不如
全功能网点，却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五星好
评，这是怎么做到的？

据了解，该网点员工在日常营业中秉
承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不同客户提供最
佳资产配置方案，同时做好金融产品的风
险提示，维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这种专业、诚信、负责的态度让客户
更安心和放心。

“社区网点的服务目标不是单位大客
户，而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们的服务内
容也更为亲民，针对消保服务，我们一直
在探索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该社
区支行负责人介绍，社区网点将插花、做
团扇、做月饼与金融知识普及活动结合起
来，每个月开展理发、磨刀、修车、修鞋等
活动，实现对社区居民的深度服务。

社会公众对金融知识多一分了解，便
可多一份财富保障。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将持续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多渠道
开展金融宣教活动，帮助周边社区居民提
高对金融知识和金融产品的认知能力，提
高金融风险应对能力，提高防范电信诈
骗、抵制非法集资的辨别能力，提升金融
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

袁晶晶 王巧艳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以客户为中心 普惠金融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张海玉 通讯
员 蒋攀 卓佳洋 文/摄）“同学
们，这条路叫教授路，葛家村的
艺术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今
天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感受艺术
振兴乡村给葛家村带来的变
化。”3月20日下午，宁海县葛家
村党支部书记葛万永连线中国
人民大学课堂，化身该校公共艺
术教育类《融合设计振兴乡村》
教学实践课堂的“乡村讲师”，带
领来自10个学院的人大学子走
进葛家村的角角落落，分享艺术
振兴乡村的最新实践成果，探讨
未来乡村发展之路。

连线过程中，葛万永边走边
讲，沿着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副教授丛志强与村民们共同打
造的教授路、巾帼路，依次向学
生们介绍了乡村客厅、仙绒美术
馆、仙人掌酒吧、玉兰王院、桂花
林等标志性节点，讲述了乡村振
兴背后的故事。“丛老师刚来我
们村里的时候，村民们都不信任
他，但他用实际行动带大家做了
一把‘人大椅’，大家看，这样设
计既能坐，也能靠，让村里人有
了休息的地方，非常实用。”葛万
永通过镜头，向学生们展示了这
把“网红椅”。

中国人民大学丛志强团队
的到来给葛家村注入了新的活
力。他们用艺术设计激发了村

民的内生动力，使葛家村焕然一
新。去年，葛家村村民还把“艺
术振兴乡村”的理念带到了贵州
省晴隆县定汪村。“这张‘以鸡换
机’的奖状是定汪村的孩子们送
给村民葛品高的，他出资给孩子
们买了电脑，让村里的图书室有
了更先进的设备。”镜头里，葛万
永把葛家村结对帮扶定汪村的
故事娓娓道来。

通过葛万永的视频连线，中
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看到了村民
葛德土用贝壳打造的盆景和贝壳
院，听到了玉兰王院、四君子院的
村民改变观念共同打造美丽院落
的故事，感受到了艺术振兴乡村
的魅力。“这次视频连线课程让我
近距离了解了葛家村现在的样
貌，感受到艺术带给村民的满足
感和自豪感，给了我很多期待和
畅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来葛
家村实地参观一下，骑着自行车
到处转转。”中国人民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学生臧成欣说。

“去年，葛家村接待了差不
多8万游客，也为村集体带来了
超过30万元的收入。村民自己
动手建设村庄的行动和成效，吸
引了社会资本的进场，一期投资
1500万元的高档民宿已开始建
设。”葛万永自豪地介绍，为村庄
带来财富是艺术振兴乡村之路
的重要实现路径。

这些绣娘都来自蔡氏纤源坊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她们巧手做公益
的故事早就传开了。

记者慕名走进这个服务中心，目
光一下子就被各种琳琅满目的手工
作品吸引了，钩针毛毯、香包饰品、金
银彩绣等，每一款都独具匠心。

“纤源坊的本意就是以纤手创
造万物，用匠心重塑自然。”蔡萍儿
同时在社区居委会中负责社会组织
工作，“在走访当中，我们了解到社
区有一些民间手工艺大师，比如有
钩针能手、有香包达人、有金银彩绣
非遗大师、有时尚绳编创作者，她们
都有各自的绝活，更让我们感动的
是，她们都有一颗热衷公益的心。
我们就想把她们组织起来，加入到
我们的爱心服务中心。”

“我从小喜欢手工制作，以前自
己一个人瞎琢磨，加入纤源坊后，大
家一起探讨一起交流，现在会编的东
西更多了。不是我夸口，但凡是绳
子，在我手中摆弄几下，一会儿工夫

就编出好看的图型来。”说起这些，
王静芬爽朗地笑了。一门小小的手
艺，让她的业余生活变得分外有趣。

纤源坊服务中心成立于2017
年10月，现在固定成员有15人，团
队成员已经有四五十人。每个人都
有一技之长。钩针编织、香包制作、
金银彩绣、时尚编绳……“业务”范
围越来越广。

经过几年的发展，纤源坊已从
开始的街道社区“输血”，逐步成为
拥有“自我造血”能力的社区社会组
织，并用公益反哺社会。

去年12月，鄞州区蔡氏纤源坊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式在民政局登记注
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人社会组
织。手工作品所得款项，都用于公益
事业。在服务中心的活动展示墙上，
留下了她们的公益足迹：她们走进学
校开展手工制作培训；她们走进社区，
教老年人做手工，让他们老有所乐；她
们慰问抗疫一线“白衣天使”……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邱煜 邬佳谊

巧手绣制“百年红船”纪念徽章致敬老党员
这背后是一个温暖的爱心组织，用巧手做公益

鄞州区潘火街道潘火桥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怡近日将一枚“百
年红船”纪念徽章送到老党员蔡康勇的手中，向老党员致敬。

这枚“百年红船”纪念徽章是社区纤源坊的巧手阿姨们定制
的。这个月，她们将赶制百枚纪念徽章，送给社区老党员。

一枚枚“红船”徽章，别具匠
心。直径5厘米左右，红色为主色
调，徽章上绣有红船，有波光粼粼的
湖面，还有“1921—2021”的字样，
运用了平绣、十字绣和撷秀等刺绣
手法。

小小徽章，从最初的构思到成品
九易其稿。“我是盯着设计师一个细
节一个细节调整的，原先我们全部选
用红色，现在是红黄相间。起初没有
水波纹，现在看起来有一种波光粼粼
的感觉。”纤源坊负责人蔡萍儿说，在
布料选择上，一群绣娘们更是煞费苦
心。质地硬的布料绣不出红船的灵
动，柔软的布料一装入勋章壳，船就
变形了。后来大家选用织布密度大、
表面光滑的布料，既保持红船的庄
严，又能体现水波的灵动。

第一批红船徽章由蔡珠佩、刘
杏英和毕亚娟3人合力完成。“这样

的徽章是第一次做，一点点尝试，没
想到真的成功了。”刘杏英是团队中
年龄最大的一个，今年62岁。她笑
称，“做这样的徽章，很费眼睛！”

“我们一个个都是老花眼，红船
很小，但图案要生动，红黄颜色要渐
变自然，难度挺高。”刘杏英说，每
天晚上她们几个都要“挑灯夜战”，
慢工出细活，10枚徽章就花了3天
时间。

刘杏英从小生活很苦，对今天
的美好生活，她一直心存感恩。早
在2017年她就加入纤源坊，用自己
的双手做公益服务。

现在，3位阿姨负责主绣，胡星
叶和黄蓓蓉两位年轻人负责打映底
稿，帮手越来越多了。本月底前，她
们计划赶制100枚“百年红船”徽
章，致敬社区里30年党龄以上的老
党员。

一次次调整，九易其稿

她们用一双双巧手做公益 葛万永向学生们介绍村民自制的美化角落。

农民连线中国人民大学课堂
传授宁海艺术振兴乡村“土经验”

巧手绣娘们将赶制巧手绣娘们将赶制100100枚红船徽章枚红船徽章。。记者记者 薛曹盛薛曹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