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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金融信息一般包括个人身份
信息、财产信息、账户信息、信用信
息、金融交易信息及其他反映特定个人
某些情况的信息。这些重要信息一旦泄
露，可能导致金融消费者自身及家人、
亲友的财产遭受损失。

日前，某市民反映其从未在某支付
机构开户及办理业务，却收到该支付机
构发送的营销短信，且市民所在单位其
他同事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收到了同
样的短信。市民质疑该支付机构的信息
来源，对此提出投诉。经了解，该支付
机构是通过其他渠道获知客户信息的，

并向该市民单位的其他同事群发了短
信。

信息化时代，我们在享受互联网带
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个人信息被窃
取和利用的风险。为此，招商银行宁波
分行提示，保护个人金融信息安全，重
点要把握好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要保管好身份证件、银行卡、
银行（支付）账户等，不要转借给他人
使用；

二是切勿向他人透露个人金融信
息、财产状况等基本信息，不要随意在
各类线上线下渠道留下个人金融信息；

三是尽量自己办理金融业务，切勿
委托不熟悉的人或中介代办，谨防个人
金融信息被盗；

四是提供个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办理
各类业务时，要在复印件上注明使用用
途；

五是不要随意丢弃刷卡签购单、取
款凭条、信用卡对账单等，及时销毁作
废的金融业务单据；

六是不要随意点击来历不明的手机
短信、邮件和不明链接，不要随意扫描
来历不明的二维码，谨慎使用公共
WIFI、免密WIFI；

七是发现个人金融信息泄露，要及
时联系相关部门维权。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广大市民：为避
免个人信息泄露，请提升个人信息安全
保护意识，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保护
好个人信息。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陈琰 徐莹 赵振炜

如何保护个人金融信息

每天都有人来打卡

为了养护好花草和锦鲤，每天早
晚，夫妻俩都会下楼浇灌花草、为锦鲤
换水。为此，他们先后买过 6 支水
枪。“每个月的水费和鱼缸使用的电
费，加起来要300多元。”张先生说。

这一切付出，在夫妻俩看来是值
得的。“我们打造的共享小花园，获得
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持，每天都会有很
多大人小孩来打卡。有一个小孩因为
读书搬走了，但还会委托住在这里的
爷爷每天来看看花开得怎样了，鱼有
没有长大。”

也有不少邻居拿来自家的花木和
观赏鱼，放在共享小花园里让居民共享
共赏。路过的居民看到他在干活，也都
会说一声辛苦。“我也要感谢邻居们的
支持，在4年里，放在共享小花园里的
花草树木，没有少过一盆；养在鱼缸里
的锦鲤等观赏鱼，也没有少过一条。”

张先生说，现在夫妻俩身体都还
不错，会继续打造更美的共享小花园。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罗世静/文
记者 刘波/摄

这对夫妻4年打造7处共享小花园
每个月浇花养鱼的水电费就要300多元

这两天，家住海曙区月湖街道太阳社
区太阳公寓的居民惊喜地发现，小区北门
又多了一处用冬令鲜花打造的共享小景
点。“这肯定又是张先生夫妻俩做的。”路
过的居民纷纷猜测，心照不宣。

是的，居民的猜测没错。4年来，他们
口中的张先生已在小区打造了7处这样的
共享小花园。有些小花园不但四季有花，
还点缀了古色古香的水缸和漂亮的鱼缸，
鱼缸里养了观赏鱼。现在，这7处小花园
还串点连线，形成了一条共享景观带。

清理垃圾
打造共享小花园

张先生今年66岁。2018年4月，
张先生夫妻俩入住太阳公寓，把他们种
的花沿着二楼阳台放了一圈。住了一
段时间后，两人发现，自家的环境改善
了，小区的环境仍然不是很好。“特别是
我们住的居民楼下，花坛里稀稀落落的
都是杂草，还随处能看到建筑垃圾。”张
先生说，房子旧没关系，但环境不能
差。他决定自己动手，清理垃圾。

从此，张先生每天都会来到楼下小
区主干道捡拾烟蒂，清扫道路。后来，
张先生还在路边放了几个垃圾桶和烟
蒂桶。在张先生的努力下，这条道路越
来越干净，而居民们的习惯也慢慢发生
了改变。

“我喜欢坐在楼上看下面的风景和
经过的人。有一次，一对小情侣走过
来，男青年把烟头扔在几米外，女青年
把他的耳朵揪起来，让他把烟头捡起来
扔到烟蒂桶里。”对于这一幕，张先生当
然是乐于看到的。直到现在，张先生每
天早上仍会去捡烟蒂。

环境整洁，只是张先生改造计划的
第一步，环境美化才是他的终极目标。
2018年下半年开始，在社区的支持下，
他慢慢在楼下建起了一个小花园，不但
种上了各色花草，还买了鱼缸，养上了锦
鲤等观赏鱼。妻子宋女士也慢慢把阳台
里的花搬到了花园里，让居民们共享。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小花园在
小区北门，车来人往，居民出入存在安
全隐患。经社区和物业同意，张先生测
量岔路口的尺寸后，设计了一个改造方
案，并利用夜晚车流量少的时段亲自动
手改造。

数天后，小区北门入口周边面貌焕
然一新：停车位上划了线，路边绿化装
上了围栏。环境美了，还消除了安全隐
患，居民们赞不绝口。

此后，张先生夫妻就一发不
可收拾，接连在小区寻找合适的
场地进行美化改造。特别是宋
女士，为了整理楼下花坛，经常
凌晨4点多就下来拔草、清理垃
圾。就这样，第二个共享小花园
诞生了。

之后，他们又开始改造道路
对面的小花坛。文章开头提到
的那个小景点，就在路对面，也
是夫妻俩打造的第七处共享小
花园。同样，那里原来杂草丛
生，瓦砾遍地。“花坛架子都是张
师傅自己做的，电焊他也会。”社
区党委书记鲍京波说，有时候还
会在不影响周边居民的情况下，
通宵达旦地做。“而且还非常仔
细，常常为了一点瑕疵主动返
工。”

即便这样省钱了，但4年来

张先生仍然花了不少钱。“改造
后我们搬走了数吨垃圾，添上了
好几吨花草树木和缸、盆等器
具。”张先生说。

为了给共享小花园增添活
力，张先生买了鱼缸。而妻子也
在网上买来德国进口的花泥，让
鲜花更容易成活。他们还买来
进口的郁金香球，让共享小花园
更美丽。

在两人的共同打造下，7处
共享小花园已经有大小花木约
200 盆，包括月季、绣球、郁金
香、巴西冬青、蓝雪花、铁线莲、
毛地黄、美国牵牛花、五色梅、
角登、滴水观音、三角梅、马蹄
莲、彩叶草、藤冰山等，基本做
到了四季都能看到鲜花。此
外，还有3个鱼缸，养了数十条
锦鲤。

四季有花，还有数十条锦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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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小品

盛开的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