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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老人在数字化时代跟上节奏，
作为2021宁波晚报·甬上粉丝节的一项活
动，近日宁波晚报联合中国银行宁波市分
行开展了“2021助老跨越数字鸿沟社区行”
活动，活动先后走进海曙区五江口社区、迎
凤社区、胜丰社区等老年人集中的社区，提
供数字助老、防骗知识普及、金融安全知识
讲座以及医疗义诊等公益服务。

中行金融助力
便民服务

近年来，各类骗子也将手伸向了
老年人，杀猪盘、以房养老、网络赌博
等各种名目的骗局层出不穷。中国
银行的志愿者总结了一些案例，通过
讲座以故事的形式向老年群体宣传
反诈知识。

“老年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被朋
友拉进微信群的情况？群里不仅有
人发红包，还有人说买某产品赚了多
少多少钱，大家赶紧一起去买。”中国
银行志愿者生动风趣的讲座一下子
就吸引住了老年人。志愿者说，有些
微信群就是骗子创建的，群里有明确
的分工，有负责当托的，有负责发红

包的，有负责烘托气氛的，一来二去，
不明真相的群友还真以为是什么赚
钱的大项目，发群里的骗钱链接一
点，说不定就上当了。

还有一些骗子打着老年婚恋交
友的幌子，通过聊天发展感情取得老
年人的信任，接下来就把老年人引入
博彩、理财等投资平台进行充值，骗
取钱财。

志愿者们向老年人揭示发生在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骗局，告知老年人
如何识别、防范，以及被骗后怎么及
时止损和报警。

记者 周雁 文/摄

远离网络陷阱 助老反诈AAAA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使用

智能手机，他们想学习手机应
用，但往往缺少帮助。

在参与本次活动的社区
中，一部分老年人也存在类似
情况。五江口社区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这类老年人虽然
用智能手机，但是手机大多是
子女用过的，老人对智能手机
的功能更多的是“不会用，不
敢用”。不会用是家里年轻一
辈没有足够的耐心教他们怎
么用，而不敢用则是怕用错把
手机弄坏、怕点错受骗上当。

为了帮助老年人解决实

际困难，中国银行与宁波晚报
的志愿者手把手地教老年居
民如何下载软件。“阿姨，你可
以下载一个公交车信息的查
询软件，下次等车时候打开软
件一查就知道公交车什么时
候到站。”“叔叔，你要知道查
银行的账户余额，下载一下

‘中国银行’APP，手机银行我
帮你注册一下，以后输入账号
密码登录，随时随地都能查。”
志愿者们一边耐心地和老人
们介绍，一边根据老人们的要
求，帮助他们在手机中下载软
件。

智能手机下载软件不会？手把手安排上

门送上

中国银行志愿者（右一）向社区居民宣传金融安全知识。

志愿者教老年人志愿者教老年人
使用智能机使用智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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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美了，居民乐了，服务更精细化

在鄞州，看见文明的力量
文明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百姓身上看得见的精气神，是城市生活的方式，是身边触手可及的便

捷舒畅，是每个人参与其中，又能共享共有的幸福。
鄞州，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也是宁波这座赢得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的核心区。在这里，我们看

见了一种力量，文明的力量。

“自从装了楼道灯，我们走上
走下安心多了。”68岁的翁新珠住
在潘火街道东苑新村，说起楼道照
明问题，她连连点赞。不久前，社区
针对群众呼声强烈的楼道照明及
电线改造等问题启动相关工程，东
苑新村安装了楼道照明灯，同时，
彻底整改了“飞线”问题。

前几天，在东郊街道宁丰铭庭
小区，几名热心居民将自行车轮毂
做成的景观小品搬到了小区草坪。
这些自行车轮毂，曾经是居民丢弃

在楼道或小区角落的废弃物。一场
“童车变形记”，让居民脑洞大开，
让小区多了一道风景。

点点滴滴的变化，群众是收获
幸福的人，更是参与者和行动者。

在首南街道雍城社区，过去脏
乱差的点位，成为28个“一米花园”
微景观，“移动花匠”团队养花护花，
将文明风尚汇聚在每一处美景中；
蓝雪花在风中摇曳，彩色人行道悠
长绵延，有着40年房龄的百丈街道
潜龙小区启动微改造后，建设了小

公园，设置了休闲长椅，提升了居
民的生活舒适度和满意度。

社区微更新微提升，带来的却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白鹤街
道紫鹃社区正在开展“艺术振兴”
活动，相关节点正在打造中：艺术
化夜间照明、居民手作展示空间、
廊架设计、竖向花墙，未来一个个
充满创意的节点将让这个老旧社
区重焕新生。丹凤社区打造的家门
口的美术馆即将开馆，未来这里将
展示居民自己的艺术作品。

有一种幸福感看得见摸得着

鄞州南部商务区的变化，许多
市民都看在眼里。走进写字楼，无论
是地下车库还是电梯间，文明标识
随处可见，一些地面停车场也增加
了无障碍停车区域。

去年，南部商务区下沉式广场
打造“席地而坐”城市会客厅示范
区，全面提升了街区的外部形象和
内在气质。水街经过改造提升，水晶
桥、钢琴灯、水秀等元素，加上“鄞州
之夜2.0版”的打造，让这里成为人
气聚集的网红打卡地。

随着相关部门开展整治提升系
列行动，共享单车停放有序、跨门经
营现象有效整治、大楼和商圈垃圾
分类进一步强化……现代繁华中，
文明创建的细节深入到方方面面，
新风扑面而来。

现在，漫步鄞州的各大商圈、综
合体，区域环境提升带来的亮丽清
新，肉眼可见。在世纪东方商业广
场，新辟的外卖小哥停车区域，新添
的加拿列海枣树等绿植，以及暖心
的公益广告、到位的垃圾分类设置

等，在休闲购物的同时，营造出文明
舒适的氛围。

曾经，很多老旧菜市场是脏乱差
的代名词，现在却一个个“华丽转
身”。福明菜场改造时，为保留老宁波
风貌，特意在装修中融入原木、瓦楞
等怀旧复古元素，保留老派菜场的烟
火气息；同时运用四级防水系统，做
好干湿分区布局，兼顾市民的实际生
活需求和买菜体验感。家住对面福明
家园小区的徐娜忍不住感叹：“没想
到，买菜还能变成一种享受！”

有一种城市管理细微处见功夫

11月10日，瞻岐镇唐家村村民袁
丽君拿着一本“存折”到村文明实践站，
用积分兑换礼物。唐家村的“文明储蓄
银行”，设置了文明风尚、道德模范、诚
信和善等8项积分标准，有机结合了

“文明城市创建”“农村环境卫生”“德治
双清单”等相关内容。该村志愿者可通
过参与“鄞领志愿银行”等平台发布的
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活动，获得相应的

“文明积分”，持“文明存折”可兑换相应
奖励。

在邱隘镇，76位老人组成“烟头奶
奶”志愿服务队，“地上烟头随手捡”行
动还上了央视；在首南街道，活跃着一
批“单车侠”，利用上下班的空隙时间随
手扶单车……在鄞州，随手志愿早就成
了一种生活，人人愿为，时时能为，处处
可为。

目前，“鄞领志愿服务银行”通过项
目发布、供需对接等数字化管理，全区
已注册29万余名志愿者，有3200多个
志愿组织。

此外，鄞州还有品牌志愿组织联
盟、高校文明实践联盟、文明单位联盟、
网络社会组织联盟和周秀芳“一起行
善”联盟等。其中，周秀芳“一起行善”
联盟由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志愿者
与全省首家民办公募基金会携手建立，
三年筹款2400多万元，发布志愿公益
项目1000余个，公益活动覆盖全国30
个省份。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杨磊 徐庭娴 吴海霞

有一种生活叫“随手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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