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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使用要适度，代理退息不可信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过

于超前消费”“以卡养卡”“短借长用”等
行为导致无法按期还款而产生更多费
用甚至损害个人征信的现象屡见不鲜。

胡先生的开销一向不小，有多家银
行信用卡欠款，可其收入却不乐观，逐
渐失去了还款能力。一天，胡先生在网
络上搜索如何处理信用卡欠款，看到一
条“非凡法务咨询”发布的广告：代理信
用卡退费，包括利息、违约金、年费等。
胡先生立即联系对方，并委托代理自己
的“维权业务”，还把自己的银行卡查询
密码及验证码告知了对方。

几天后，胡先生接到银行邀其面谈
的电话。银行工作人员称，银行均是在

与其达成约定后才按规定收费的，合法
合规，无法退还相关费用，并提示其“代
理投诉”行为涉嫌扰乱金融秩序。胡先
生这才反应过来，“代理维权”不合法，
自己的情况不符合退息标准，无法办理
退息，还需要向代理机构支付“代理费
用”。

上述案例中，非法代理机构利用被
害人资金紧缺的心理，打着“代理维权”

“代理退息”的旗号赚取“代理费用”。
被害人往往因金融知识缺乏，对代理机
构的话信以为真。

民生银行宁波分行特别提醒广大
居民，适度使用信用卡，不轻信代理退
息广告：

一是坚持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合理
合规使用信用卡。在办理和使用信用
卡时，认真了解各项息费收费标准，充
分认识逾期产生的不良后果。不过度
超前消费，理性借贷。不套现，不做虚
假交易，不以卡养卡，不出租出借本人
信用卡。

二是如需借贷或救济类金融服务，
切记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道办
理，远离“代理退息”“代理维权”，谨慎
委托他人代理业务。

三是提高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不随意告知他人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
敏感信息；与不明身份的客服联系时，
应当核实确认，如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向

有关部门反映。
民生银行宁波分行提醒市民，应积

极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金融合规及安全
防范意识。养成理性消费的良好习惯，
理性借贷、适度消费。不轻信互联网金
融广告，保持头脑清醒，合理维权。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刘姬英

有一次，戴旭慧参加了宁波城区
的助老志愿活动，感受到志愿服务给
社区里的老人带去的快乐。“那时，我
就有了一个想法，是否可以把城区的
志愿服务活动带到我们山区去，让山
区老人也能感受到这个快乐，让他们
活得更有质量更有尊严。”

她想让山里的残疾老人不再被
困于房屋之内，能出来走走看看，领
略横街镇、海曙区乃至宁波市的变
化，提高生活质量。

当天，志愿者带着5名老人来到
了横街镇的一个度假庄园。“我和老
伴两个人在家里闷着很难受，时间长
了也没什么话好讲。这些年轻人太
好了，让我们享福了。”翁师傅开心地
说。

芝岭村的俞师傅也有同样的想
法。俞师傅的背有点驼，但他是5名
老人里唯一能自己行走的，其他老人
都行动不便，志愿者用轮椅推着他
们。一路上，俞师傅经常和志愿者以
及其他老人聊家常。

其实，2019年志愿者刚接触俞
师傅的时候，俞师傅的背几乎向前弯
成了90度，还不爱说话。但4年来，

在志愿者的长期帮扶下，老人打开了
心结，身体也奇迹般地变好了许多。

“我其实很喜欢到外面看看的。有了
这群志愿者，我感觉我的晚年生活有
奔头了。”

在5名老人里，记者发现了熟人
——曾经采访过的今年67岁的汪雪
芬。汪雪芬身材瘦小，坐在轮椅上，
看得出腿脚没有完全发育。多年来，
她与90多岁的父亲相依为命，住在
山上的房子里。从她家到平地，有上
百级的阶梯要走，而且还要绕路。

去年，父亲过世了，汪雪芬就独
自居住。住在同村的亲朋好友照顾
她的生活，邻近的乌岩村老年食堂还
为她提供每天两餐的送餐服务。更
让她高兴的是，常青助老服务团队的
志愿者除了经常到她家里看望她，为
她带去一些日用品外，偶尔还会带她
下山看看外面。

“她以前几乎没有出过住的房
子，只跟着弟弟去过两次宁波市区。”
妹妹汪雪妃说，因为出门实在太困难
了，需要有人把她背下来。“在志愿者
的帮助下，姐姐更多地接触外界，脸
上也经常有了笑容。”

他们让高山上的老人

活得更有质量
3月2日一大早，家住海曙区横街镇云州村上兆坑79岁的翁师傅就洗

漱整理好，在家中等待志愿者来接他，要一起到镇上走走看看。因为一次交
通事故，翁师傅失去了右腿，已经好多年没有下山了。当天，横街镇常青助
老服务团队的志愿者开展了每月一次的帮助老人集体出游活动。

横街镇属于高山区、半山区，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高山空巢老人、独居老
人问题日渐突出。据统计，住在山村的老人60周岁以上的有7321人，其中特
别困难的有123人。常青助老服务团队负责人戴旭慧还归纳出山区老人的四
大难题：收入不高生活难；就医不便看病难；交通不便下山难；子女不见心里难。

自2016年组建了这支志愿团队后，戴旭慧走遍了横街镇所有山村，精
准对接老人需求，为老人提供细化服务。在她的带领下，7年来常青助老服
务团队志愿者从5人发展到160余人，累计开展公益活动200余次，服务老
人1万余人次，帮扶困难老人200多位。

为了提高山区老人的生活质量，
戴旭慧和志愿者们还会每个月为当月
生日的全村老人过一次集体生日。戴
旭慧印象最深的一次生日，发生在团
队的第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中。

2016年10月，戴旭慧带领志愿者
走进惠民村。惠民村是横街镇海拔最
高的山村，通过网格员的调查摸底，那
天刚好是村里一位80岁老人的生日，
戴旭慧特意订了一个生日蛋糕。

当志愿者拎着蛋糕、提着水果出
现在老人家门口时，老人惊呆了。在
老人家里，志愿者为他唱生日歌，还让
他吹蜡烛，甚至戴旭慧还把蛋糕上的
奶油涂在老人脸上。老人不但不恼，

还像孩子一样开心地笑出声。过了一
会，他看着在场的志愿者，流泪了，拉
着戴旭慧的手说：“这是我第一次过生
日，也是最开心的生日。”

之后，村里人告诉戴旭慧，老人当
天晚上就给自己女儿打电话：“今天一
帮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来给我过生日，我
好希望你能给我过生日。”第二天一大
早，女儿就买了好多东西来看望老人。

“这就是我们做公益服务的初
衷。山里住着的都是老人，子女因为
各种原因看望老人的时间少之又少，
我们希望通过助老活动，提醒子女们
要多来陪陪父母。”戴旭慧动情地说。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黄扬 文/摄

除了残疾人，山区失独老人也是
常青团队关注的对象。提高他们的生
活质量，戴旭慧觉得该从心理上做好
沟通和关爱。

竹丝岚村有一对失独夫妇，5年前
独子意外去世，对他们造成严重打击，
一直无法走出来。特别是妻子，身体
不好，长期用药。丈夫为了妻子，一直
把情绪压在心底。

除了经常上门看望，排解他们的
心理情绪外，戴旭慧还解决了他们的
实际困难。夫妻俩没有工作，靠挖山
里的笋为生。2021年，当戴旭慧得知
他们辛苦晒制的笋干难以销售，就组
织了志愿者爱心义卖活动，借助广大
爱心人士的力量，帮助他们把家里的
笋干全部卖完。夫妻俩都很感激，也

懂得了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慢慢地
恢复了自信和勇气。

其实，当天参加志愿服务的志愿
者中也有一名失独母亲。秦玲娣今年
70岁，2012年唯一的儿子去世了，她
和丈夫就一直沉浸在痛苦中。戴旭慧
知道后，经常会去开导她。“她说，你就
把我认作你们的女儿吧，我会经常来
看望你们的。”秦玲娣说。

慢慢地，秦玲娣从丧子之痛中走
了出来。戴旭慧又鼓励她参加常青团
队，去帮助其他老人。“我去了几次之
后，发现能帮助到老人我会很开心。
而且，还能让我有事可干，忘掉悲伤。”
为此，秦玲娣还去学了理发，用自己的
技能更好地服务老人。“我愿意去帮助
山区老人，他们真的太苦了。”

相依为命的父亲走了
但她却生活得更有滋味了

走出丧子之痛
她还参加志愿团队帮助其他老人

买蛋糕为老人庆生
女儿也受到触动来看望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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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
也是最开心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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