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民王先生去银行办理业务
时，发现自己名下多出一张信用卡，且
已透支万余元。王先生从来没有申请办
理过信用卡，那这张信用卡是怎么来的
呢？经过警方侦察，最终抓获了犯罪嫌
疑人。据其交代，他从网上批量买入身
份证信息，看到其中王先生身份证上的
照片和自己比较相似，就动起了歪脑
筋，伪造王先生的身份证向银行申办了
信用卡，并套现万余元。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遇到各
类机构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其中包括身
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出生日期等，此

类个人信息往往是银行卡交易出入账的
“关卡”，是交易安全的关键防线！当这
些个人信息泄露时，消费者的银行账户
便不再安全。为此，工商银行宁波市分
行提醒，日常生活中，金融消费者务必
要做好以下几点：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套取账号、密码
的行为，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证件号
码、账号、密码等；

密码应尽量设置成数字、英文大小
写字母的组合，不用生日、姓名、电话
等容易被猜测到的内容做为密码；

进行网络购物时，通过正规的网络

商城进行消费及支付，不轻易在网络上
留下个人多余的金融信息；

尽量亲自办理金融业务，切勿委托
不熟悉的人或中介代办，谨防个人信息
被盗；

不要随意丢弃取款凭条、快递签
单、对账单等，以防不法分子捡拾后查
看、抄录、破译个人金融信息；

警惕来历不明的电话号码、手机短
信和邮件，遇到要求告知银行账户、卡
号、密码等信息的，应予以拒绝。

如身份证件丢失，要及时到公安部
门挂失，如有需要可通过媒体或网络进

行声明。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广大群众，务必

要提高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谨防个
人信息泄露，避免资金损失。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王俊杰 高丽莉 郑波

谨防个人信息泄露，保障自身资金安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保障自身资金安全

道路被封，文娱活动暂
停，长时间居家无法出门……
疫情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工作，也让大家的心理悄悄发
生了变化，焦虑等负面情绪涌
上心头。这轮镇海疫情发生
后，宁波市妇联、镇海区心理
咨询工作者协会，都及时开通
了防疫心理援助专线，为有需
要的群众提供心理服务，传递
温暖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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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宁
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核酸检测
基地热闹非凡，100多位平日因为班次不
同，而不常见面的检测人员齐聚一堂，参
加全市新冠核酸检测机动队欢送会。100
位来自宁波各区县（市）的检测人员即将
结束任务，回到自己的日常工作岗位。

12月7日，在市卫生健康委安排下，
宁波各区县（市）7支队伍的100位检测人
员来到国科大华美医院，支援镇海新冠疫
情的核酸检测工作。这100人分别来自
市康宁医院以及奉化、象山、余姚、江北、
宁海、慈溪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国科大华
美医院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这些机动队员
和国科大华美医院的检测人员以及前期
省内其他地市支援的检测人员一起，总共
完成223700管、累计108万人次的核酸
标本检测任务。

“这半个月支援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难
忘的经历，收获很多。”来自市康宁医院的
欧阳后先在座谈会上回忆起刚来国科大
华美医院支援的情况，12月8日那天，他
和同事负责接收标本，当天从招宝山街道
来了一辆公交车，车上有100箱标本，卸
下来的箱子把大厅都放满了。欧阳后先
说，从事检验工作以来第一次接触那么多
标本，惊呆了。这以后，他每天和大批量
采样标本打交道，渐渐习以为常，看到一
天天的报告出炉时间越来越早，深深体会
到团队的力量。

半个多月高强度工作下来，不少检测
人员的手上磨出了老茧和水泡。“加样岗
位的同事一天最多要单手拧开1500个采
样管，加好样，然后再盖上。一不留神就
有可能错漏，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有的
采样管盖子还特别紧，要旋六七圈才能打
开盖子。”一位女检测队员向记者摊开了
自己的手掌。半个月下来，只见她的小拇
指侧有了一层薄薄的茧子，她说这是最光
荣的抗疫印记。

“经过15天的历练，我们这个宁波最
大的核酸检测基地‘产能’越来越高，根据
任务安排，曾做到5小时检测2万余管，而
且准确率达100%，这和每一位基地内检
测专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国科大华美
医院副院长吴为说。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郑轲

疫情期间，为尽量减少病
毒感染的几率，一直呼吁大家
非必要不外出。但是，这对于
平时喜欢外出走走的老年朋友
来说，则比较难熬，有人会因此
出现烦躁、失眠、抑郁等症状。
宁波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杨
红英遇到过不少类似案例。“说
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连我自
己的老父亲都‘中招’了。”

“我父亲是个典型的‘闲不
住’，去年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
情，他不能出去走了，一下子处
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几天后，他
先是出现胃口不好的症状，吃啥

东西都没有味道，接着又出现了
失眠，后来渐渐脾气上来了，动
不动就烦躁。”杨红英说。

那段时间，杨红英每天忙
于工作。等她注意到父亲情绪
反常时，马上抽空找老人家“谈
了一次话”。“我就当作日常聊
天，跟他客观地讲述了疫情的
情况，不掉以轻心也不片面夸
大，以此来消除他由于片面获
取信息所形成的恐惧、紧张情
绪。”除此之外，杨红英在后来
疫情缓和时，及时给老父亲在
网上购买了一些玩具，以便他
不能外出的时候，待在家里有

事情做。
从自身的经验来说，杨红

英建议老年朋友，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可以在家里备一些
玩具，如拼图、魔方、空竹、华容
道、扑克牌等。如果老年朋友
有绘画、写字基础那就更好了，
可以在家尽情创作。此外，杨
红英还建议老年朋友，非常有
必要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以及
运动习惯。

最后，杨红英也提醒大家，
工作再忙，也要记得常常给家
里的老人打个电话，聊聊近况。

记者 贺艳 郑凯侠

长时间居家者如何舒缓焦虑情绪？
来看看防疫心理援助专线的专家怎么说

半个月下来
手上都起了一层茧
国科大华美医院
欢送100位检测人员

在家待了10多天，她情绪失控了

镇海封闭期间，镇海区心
理咨询工作者协会组织10位心
理咨询师志愿者，开通了防疫
心理援助专线。

“前几天，住在镇海蛟川街
道的程女士打来电话，说着说
着就情绪失控，泣不成声。”镇
海区心理咨询工作者协会心理

咨询师杨丽红平缓温和地与其
交流，耐心倾听她的困扰，安抚
她的情绪。原来，程女士因为
疫情出不去，一直在家里待了
10多天，一方面自己工作压力
很大，担心疫情影响业绩。另
一方面，她因为身体原因想去
医院看看，但因为疫情无法出

门，就越想越难受，情绪有些失
控。

杨丽红用电话一直陪着程
女士聊天，聊聊疫情逐渐转好
的情况，建议通过听音乐、阅
读、画画等方式，增进积极情
绪，程女士的心情慢慢地恢复
了平静。

居家隔离时间越长，焦虑越明显

“在镇海临时封闭管理期
间，我们一共接到了59个心理
咨询电话，问的最多的就是居
家隔离期间心理上的焦虑感，
时间越长这种焦虑情绪就会越
明显。”镇海区心理咨询工作者
协会会长赵丽波说，对于每一
位求助者，她和同事都会先耐

心地听完诉说，再根据对方的
诉求帮助解决情绪上的问题，
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痛快
地释放，能够使沮丧的情绪得
到缓解。

此外，宁波市妇联也开通了
疫情心理援助热线，为镇海蛟川
街道居民提供解疑释惑、亲子教

育、婚姻家庭等暖心服务，心理
咨询志愿热线号码分别为：
13957407000、13957408000，
服务时间为每日 19:00- 23:
00。宁波市妇联还为蛟川街道
密接群众开通免费视屏线上咨
询服务，预约电话（或微信）
15867555014。

心理专家这样帮助老人调整情绪

镇海区心理咨询工作者协会会长赵丽波接听心理热线。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