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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是老年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建行宁波市分行在全
辖2484个“裕农通”服务点进

行服务升级，聘请乡村
智能手机培训辅导员，
向农村老年人发放智
能手机操作培训知

识手册和宣传页
册，开展手机银行
应用和快捷绑卡
应用线上活动，促

进 乡 村 老 年
客 户 使 用 能
力和积极性。

在奉化市

溪口新建村，一天早上，李奶奶
照常到村委唐主任家里，拿出
一张电费单子，说：“主任，你什
么时候去镇上，帮我缴一下电
费。”

唐主任笑道：“您还不知道，
现在缴电费不用去镇上啦，村里
直接就可以通过建行‘裕农通’缴
啦。”“前阵子，建设银行来村里设
立了一个‘裕农通’服务点，可以
帮村民缴水电费、社保，还能转账
汇款，你现在就可以拿着单子找
村会计，他马上会给你办好。”李
奶奶拿着单子果然很快就办好
了。

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地
处革命老区，建行余姚支行在
横坎头村设立“裕农通”服务
点，打造各类生活缴费场景，将
建行普惠金融服务惠及到每位
村民。奉化区溪口是水蜜桃之
乡，许多老年村民家中都有果
园。建行奉化溪口支行通过该
村宁波市全通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上门进行“裕农通”服务，用
于收购该村村民的笋产品及水
蜜桃，用建行对公账户和“裕农
通卡”结算收购款，大大方便了
老年村民。

通讯员 石志藏 陈辉 文/摄

为了“夕阳红又美”
——建行宁波市分行倾情服务老年金融消费者

“建行的志愿者教我使用手机，
学会了怎样使用微信、支付宝、手机
银行等，快捷又方便，我的退休生活
更加美好了。”现场参加助老普惠金
融培训的王阿姨，用建行手机银行
给同在现场培训的老伴成功转帐了
一笔钱。

近日，建行宁波市江北支行员
工前往江北慈孝颐养中心，以老年
人“银龄跨越数字鸿沟”为主题，围
绕智能手机的应用、防范金融诈骗、
建行手机银行大字版功能等知识进
行科普培训，为那里的老人们开展
了一场金融消保知识宣讲。课堂
上，客户经理手把手教老年人操作
手机，一遍又一遍进行演示，智能手
机如何设置网络、调整字体的大小
到如何使用微信加好友、如何建立
微信群、从如何使用建行老年版手
机银行查询账户余额、如何转账，到
如何使用移动支付完成出行、购物、
就医、办事服务等，深受老年人的欢
迎。

这是建行宁波市分行贯彻落实
国务院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各项要
求，维护老年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
做深做细为老年人金融服务工作的
一个缩影。为积极应对宁波市人口
老龄化问题，切实解决全市老年人
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现实困
难，使广大老年人走进数字时代，融
入智慧生活，享受智慧生活，宁波市
科协牵头联合建行宁波市分行、中
国移动等多家单位共同发起“银龄
跨越数字鸿沟”科普专项行动，旨在
帮助老年人掌握新技术，共享信息
时代发展成果，打造宁波市民生工
程。建行宁波市分行发动兼职讲
师、青年志愿者在网点“长者服务专
区”、养老院、老年社区、老年大学、

“裕农通”服务网点，围绕智能手机
应用、防范金融诈骗、建行手机银行
大字版功能应用相关知识，开展“微
沙龙”、老年讲堂等形式的科普培
训。截至 9 月 6 日，14 家支行立足实
际，发挥各自优势，为老年人开展智
能手机培训活动 83 场，共培训 3000
余人次，累计发放图文资料 3000 余
册，切实推进了老年人跨越“数字鸿
沟”的步伐，履行了国有大行的社会
责任。

服务助老打造“银发幸福＋”

建行宁波市分行遵循“服务
敬老、场景舒老、设备适老、活动
益老、权益利老”的“五老关爱法
则”，开展网点适老化改造，打造

“银发幸福＋”金融主题网点，配
备养老服务专员，开展金融知识
普及、智能手机操作普及等网点
主题沙龙，构建线上线下一体的
养老生态圈，助力老年客户适应
数字金融应用。

建行以数字化线上平台为
触点，重点向中老年客户推进

“安心悠享”养老服务专区，连接
G端政策、整合B端优质养老产
业服务资源，为C端老年客户及
其家庭提供养老机构预约、养老
补贴领取、照护服务、家政服务、
社区活动等非金融服务。其中
还涵盖了最受老年客户喜欢的
医疗健康、商超购物、旅游出行、
老年大学、娱乐社交、金融服务
六大板块，成效良好，目前关注
客户数5000余户。

建行重点关注涉老金融高
频事项和服务场景，印发《关于
组织开展“金融助老”行动的通
知》，借力“裕农通”“劳动者港
湾”等服务资源，为特殊消费者
群体提供热水、如厕、充电、阅读

等服务，并组织厅堂微沙龙、微
课堂等活动，开展适合特殊消费
者群体的金融知识宣传。年初
以来，分行“劳动者港湾”已累计
服务老年客户近万人次，开展

“劳动者港湾”公益活动12次，近
3000人参加。分行面向老年用
户推广账务变动短信通知免费
服务，保留现金柜台、填单台等

老年人适应和熟悉的传统服务
方式，加大大堂经理对智能化设
施（存折STM 机、手机银行大字
版）的使用指导。已完成配置存
折取款机333台，今年以来55周
岁以上人数累计使用 6640 多
笔。手机银行大字版服务55周
岁以上用户人数40多万人次，累
计操作13万多笔。

宣讲助老防范金融诈骗

建行宁波市分行做好老年人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通过进社区、
养老院和入村入户开展助老金融
培训，用现场说法进一步深化老
年客户群体对金融设施、服务、产
品以及风险的认知，提高其保护
个人金融信息、防范和应对非法
金融活动的能力，年初以来分行
网点现场培训80多期，参与上千
人次，进社区、村100多次，参加
现场培训500多人次。

建行还利用现场说法，教育
老年人防范欺诈。不久前，一名
老年客户来到建行鄞州兴宁支行
要求办理金额1万元的现金汇款
业务，大堂经理郭嘉隽在协助客
户填单时询问客户是否认识对
方，客户十分确定地表示对方是
自己老同学，帮自己买东西，且已

经在其他网点汇过款。但填单过
程中大堂经理发现客户书写对方
名字并不流畅，且发现其对照抄
写的微信聊天记录上有“内部认
购原始股半年后可以 1.5 倍回
购”等敏感信息。征得客户同意
后，大堂经理查看了客户与对方
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认购股
权、上市交易”“半年回报1.5倍，
一年回报2倍”的聊天内容以及
对方刻意营造自身高端身份的
措辞都极为可疑，认为该客户极
有可能遭遇了诈骗，于是立刻报
告网点负责人及营运主管。网
点负责人及营运主管确认了聊
天内容后判断客户确实受到诈
骗，最终经过一番劝说，客户意
识到自己真的被骗了，放弃了汇
款，深受教育。

近日，建行北仑华山支行大
堂经理接待了一位女性老年客
户，该名客户情绪激动，要投诉建
行，反映建行手机银行的转账功
能不好用，收款的账号、户名已与
对方单位核对确认，转账30万
元却一直不成功。大堂经理让
客户调出收款账号、户名信息进
行核对，后经检查是客户在手机
银行中输错了“酒”字导致汇款
不成功。这期间大堂经理仔细
查看了这个名为复兴散户联盟
微信群的聊天记录，经过进一步
了解确定这是诈骗案件，于是努
力劝说客户，给客户分析事件疑
点，终于打消了客户汇款的想
法，并劝说客户做报警处理。这
位老年客户感激地说：“你们给
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农村助老打通“最后一公里”

建行助老服务专员为老年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建行助老服务专员为老年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建行助老服务专员为老年客户服务建行助老服务专员为老年客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