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借款额度高达20万元，万元
利息最低2元，输入手机号和身份信息
就能申请，5分钟快速到账。”这是一则
手机短视频平台上的网贷广告。刚上
大学的小刘想买一部手机，在看到这
则广告后向该借贷平台申请借款
5000元，分期3个月。然而，利息和逾
期违约金都比他预想的要高很多，每
月利息 200元左右；加上不到半年的
逾期违约金，网贷公司要求其偿还近
万元。最终，小刘在家人的帮助下才
还清了借款。

上述案例中，该贷款平台用“低利
息”“高额度”等说辞包装小额信贷业
务，并且没有明示贷款或分期服务年化

利率，导致小刘错误估计了自己的还款
能力，最终欠下高额债务。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过度借贷营销
陷阱还包括：

一是诱导消费者办理贷款、信用卡
分期等业务。一些平台机构诱导消费
者使用信用贷款，以“优惠”等说辞包装
小额信贷、信用卡分期服务，并且不明
示贷款或分期服务年化利率，诱导消费
者超前消费。二是一些机构利用大数
据信息挖掘用户的“消费需求”后，不顾
消费者综合授信额度、还款能力等实际
情况，过度营销、诱导消费者超前消费，
致使消费者负债超出个人负担能力。
三是诱导消费者把消费贷款用于非消

费领域.一些机构诱导消费者将信用卡、
小额信贷等消费信贷资金用于非消费
领域，比如买房、炒股、理财、偿还其他
贷款，最终导致消费者“以贷养贷”“以
卡养卡”。同时存在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的情况。一些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未
经消费者同意，将个人信息用于信用卡
业务、消费信贷业务以外的用途，侵害
了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权。

民生银行宁波分行特别提醒广大
居民：

一、坚持量入为出的理性消费观，
合理使用信用卡、小额信贷等服务。

二、从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获
取信贷服务，警惕贷款营销宣传中降低

贷款门槛、隐瞒实际息费标准等手段。
三、不把消费信贷用于购买房产、炒

股、理财、偿还其他贷款等非消费领域。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广大市民，生活

中一定要树立理性消费观，警惕过度
借贷营销诱导，保持清醒头脑，谨防
诈骗。提高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认真阅读合同条款，不随意签字授
权，注意保管好个人重要证件、账号密
码等信息。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刘姬英 王翔 赵振炜

树立理性消费观 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诱导

“如果我今晚能挺过
你明天上午就不用来
我直接把房查掉”

这些给市民
“托底”的人

重症医学科微信群里的对话。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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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去医院走一圈，真的特别
感动，你会发现我们的医护人员太可敬
了，很多人都是克服种种困难在岗位上
坚持着……”近日，宁波市第一医院党
委书记阮列敏的一封给全院员工的信，
在朋友圈被广为转发。

随着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和医护
人员双双激增，医院各科室正面临着难
以想象的压力。作为给全市市民“托
底”的人，医护人员退无可退，唯有抱
团前行。

心血管内科医生郑文渊是科
室里比较早感染的。他回想，可能
是前一周一天晚上值班睡觉时，
口罩没有戴牢，中了招。第二天，
他就开始全身乏力酸痛、喉咙痛，
在医院检测核酸后，回家便收到
了阳性的结果。之后两天，他都躺
在 床 上 起 不 来 身 ，发 热 到 了
38.7℃。到12月20日，高体温终
于退下来，精神也好了不少，但严
重咳嗽、剧烈头痛、“刀片嗓”等
等还是把他折磨得不轻。直到12
月 21 日，他终于等来了核酸转
阴。

而这段时间，病区里1/3的患
者、2/3的医护人员都陆续进了

“羊圈”。冬天一直是心梗的高发
季，但大概由于疫情时期害怕感
染的原因，不少轻症患者选择了

“熬”，病区收治的病人倒是比原
先少了些，病情却比原来重得多。

因此，科室人员吃紧，暂时没“阳”
的一刻不敢松懈，刚刚转“阴”的
也一刻不敢多歇。

12月21日，转“阴”当天晚上
11点多，郑文渊接到了心血管内
科（方桥院区）主任王勇的电话。
当晚，4名心梗患者接连被送到方
桥院区，原本和王勇一起在岗的
另一位医生刚刚被确诊新冠阳
性，症状来势凶猛。实在分身乏术
的王勇无奈之下把电话打给了郑
文渊，问道：“还能不能坚持？”

“能！”郑文渊二话没说，挂下
电话就匆匆赶往方桥院区，几台
手术后来做到次日清晨近6点。下
了手术台，郑文渊就感到自己的
症状似乎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但
休整一天后，又是一个24小时的
班。

“王主任才是真的厉害。清晨
手术结束后，他还有门诊和夜班，

前后大约40个小时没睡过觉，过
去一周更是天天坚守在科室里。”
郑文渊说，但是有一个坏消息，他
刚刚得知，王主任也“阳”了。

过去一周，科室里的班天天
排，又时时调，因为大家倒下的速
度实在太快了。12月23日，海曙
院区的心内一科和心内二科病
区、方桥院区的心内科和胸外科
病区分别进行了合并。这样一来，
护理可以使用一套班子，艰难省
出来的人力就可以支援发热门诊
和其他困难科室。随着最先中招
的医护人员陆续回岗，“输了血”
的科室又振奋不少。

“我们科室绝对不是最难
的。”郑文渊说，最难的还是急诊
和ICU，最近病人又多又重，急诊
的同事忙得甚至没有吃饭、上厕
所的时间，ICU更是一批人倒下
一批人上，硬挺着，不能关。

“我今天努力24小时值掉，
如果晚上挺过去了，你明天上午
就不用来，我直接把房查掉。”

“我下午早点去，争取让你们
能正常下班，戴口罩一天要缺氧
了。”

“头可断，血可流，ICU病房
不能关，因为我们是全院的保
障。”

这样的对话，在近日的市一
院重症医学科微信群里屡见不
鲜。总是抢着顶班、想让同事多
休息一会儿的医生叫王磊，今年
还不到35岁；把这些对话记录发
到朋友圈里的医生叫范震，他说
之前援鄂援藏时自己已经受了太
多的褒奖，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
些硬气得让人难受的年轻医生。

12月18日，范震在夜班时收
治了一位术后的阳性患者，抱着
侥幸心理过了两天，12月21日他
还是被确诊了阳性，一度发烧到
39.5℃，还出现了休克状况。同一

天，他10岁的大儿子因为严重的
支原体肺炎住进了宁波市第一医
院。于是从那天起，阳性的他在
医院照顾大儿子，同样阳性的妻
子在家照顾8岁的小儿子。这让
他有机会成为了ICU日常工作的
旁观者。

12月23日晚上，范震的烧终
于退了，已经发烧加陪床几天的
他全副武装，想回科室拿些洗漱
用品，结果看到值班的王磊双眼
通红，满是血丝。一问才知道，当
时 王 磊 的 体 温 已 经 烧 到 了
38.9℃，他估计自己是“阳”了，但
夜间无人能替，他必须把最后一
班岗站完。

“我当时看着心里真的太难
受了。”范震说，王磊是科室里负
责排班的，也是“阳”得比较晚
的。在人员陆续倒下、排班极其
困难的时候，他是自己排班时永
远的替补——人不够，就给自己
一个个加24小时的班次，总是能

多上一会儿就多上一会儿，好让
同事们多喘一口气。在范震的朋
友圈下面有一条评论——“王磊
家的依娜也是带着39.5℃的烧在
上夜班”。“王磊家的依娜”是一名
呼吸科护士，那天下了夜班，夫妻
俩双双收到了核酸阳性报告。

“ICU是全院乃至全市市民
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他科室扛不
住了或许可以缩减床位，但ICU
只会扩大。”范震说。截至12月
24日，宁波市第一医院ICU的海
曙院区62张床、方桥院区30张床
已全部收满，但46名医生“阳”了
42个，150多名护士“阳”了超过
2/3，不仅救治患者在争分夺秒，
所有中招医护人员的康复也在争
分夺秒。范震说，虽然他还咳嗽
得很厉害，但感觉自己症状的高
峰已经过去了，一旦核酸检测结
果转“阴”，他也必须马上回到队
伍中去。

记者 徐露清 通讯员 陈静娜

“头可断，血可流，ICU病房不能关”

“你还能不能坚持？”“能！”

正在抱团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