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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启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活动
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秉承“以客户为
中心”服务理念，坚持科技赋能，面向大
众客户以及一老一少、新市民、残障人士
等重点群体，开展特色化金融教育活动，
通过数字化教育宣传，融入百姓衣食住
行多场景，构建和谐健康金融环境，增强
消费者满意度，提升百姓金融素养，提振
金融消费信心。根据金融监管部门安
排，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于2023年3月
13日至19日开展“3·15”消费者权益保
护教育宣传周活动。

注重金融常识教育，增强消费者信心
活动期间，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开

展线上线下教育宣传活动，帮助金融消

费者了解金融常识；做好金融消费者保
护和金融服务政策教育宣传，对消费者
八项权益进行推广普及，使消费者充分
了解自身的各项法定权利和责任；畅通
消费者维权渠道，完善投诉处理和纠纷
化解保障机制，针对销售误导、过度授
信、贷款挪用等投诉热点问题及有关风
险主动进行提示警示，引导消费者通过
合理、有效方式保障自身金融权益，防范
不法中介、不法行为的侵害。

注重投资者教育，提示投资风险
面向大众客户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

教育活动，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开展常
态化“宣教+投教”模式，与社区、乡镇共
同组织投资者教育系列活动，重点开展

投资者适当性相关内容的教育宣传，帮
助消费者知晓并理解投资风险，引导消
费者树立理性投资、价值投资观念，避免
盲目冲动投资。同时，注重提示金融消
费风险，重点针对保本高息、投资养老、
虚拟货币、电信网络诈骗等金融诈骗活
动开展风险提示和教育宣传，帮助消费
者远离欺诈、误导、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
活动侵害。

注重特殊群体教育，提升服务满意度
聚焦“一老一少一新”等重点群体的

金融服务提升。面向老年人客群，建设
银行宁波市分行开展金融素养调查，培
养老年人参与数字化金融教育习惯。
面向大学生客群，开展“金蜜蜂”消保宣

教小达人招募活动以及大学生书法大
赛，培养在校师生风险防范意识。通过
数字化金融教育方式，该行帮助老年
人、新市民等群体解决数字鸿沟问题，
面向特殊人群开展金融服务举措教育
宣传，提升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建甬宣

1.“泰国大米”竟是香精勾兑

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泰国香
米”竟是香精勾兑而来的。无论是安徽
寿县永良米业库房内的“泰子王”，还是
来自安徽香王粮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的泰国茉莉香米，实际上均为本地大
米，并非泰国进口。

不仅如此，泰国茉莉香米散发的特
有香味主要源于香精，而我国《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不应以掺杂、掺
假、伪造为目的而使用食品添加剂。

据介绍，香精的出售方为上海朗枫
香料有限公司，在其上海张江地区的厂
房中，成百上千种原料被随意堆放，大
部分外包装上贴着各种代号，凑近可闻
到刺鼻味道。负责人让员工从库房拿
来两种大米香精，分别模仿了稻花香、
泰国香米两类香米的香味。除制作出
售大米香精外，该公司还加工生产其他
食用香精。

2.不可注射的美容针

“3·15”晚会第二枪指向的是不可
注射的美容针，妆字号美容针或致毁
容，涉及海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暨肽
因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圣姿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旭日美业商贸有限公司、
遇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国家药监局2022年3月30日发布
公告，对27类医疗器械涉及的《医疗器
械分类目录》内容进行调整。其中，整
形美容用注射材料按照最严格的第三
类医疗器械进行管理。而妆字号的日
用化妆品只能外用于皮肤表面，显然不
可以被用来注射。让记者没有想到的

是，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竟然在展会现
场为顾客进行面部泪沟注射。

央视财经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整
形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郭鑫表示：“妆字
号产品只能外用涂抹。有些不良商家把
它当作注射产品，会引发消费者面部皮
肤红肿、破溃、反复发炎，甚至导致无序
生长、变形，美容不成变成毁容。”记者发
现，一些展会上，有些面部美容针剂注射
产品甚至连化妆品备案都没有。

3.电动自行车头盔偷工减料

在广东中山发生了一起车辆剐蹭
事故，虽然碰撞并不激烈，但骑车人的
安全头盔破损严重，破裂的头盔碎片扎
伤了骑车人的眼睛。

“3·15”晚会选取了市场上热销的
电动自行车头盔进行检测：①是吸收碰
撞能量性能测试。测试时一款红色头
盔应声开裂，产生了一条20多厘米长的
裂痕。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头盔厂家为
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料等劣质材料进
行生产；②是耐穿透性能测试，有8款头
盔达不到新国标要求，有的几乎被劈成
两半；③是测试电动自行车的佩戴装
置，共有16款不符合新国标要求；④是
护目镜耐磨性测试，有16款不符合新国
标要求。

4.苦情戏直播局中局：“儿子”
们专门骗老人买神药

“所有爹妈们，呼叫回家，收到评论
区回复”“阿姨你吃，这个可以治好你的
小瘤瘤”……山西平遥李先生的母亲一
直在手机上看一种直播，这些主播主要
是在直播时帮人解决纠纷、调解家庭矛

盾。老人还买了不少直播间里推荐的
号称有神奇疗效的产品，可李先生却发
现这些产品都是固体饮料、压片糖果等
普通食品。

据介绍，“3·15”晚会收到很多类似
的投诉，不少主播都装出一副正义凛然
的样子帮助解决纠纷，无一例外都能机
缘巧合得到号称能治疗疾病的产品，并
且卖给观看直播的老人们，但其实都是
普通食品。

5.药贩子的免费套路

在吉林，不少老人一年能收到上百
个免费送的包裹，里面装着下载了一条
时长在4小时以上音频的“收音机”，内
容为一些知名专家、药品研发人介绍药
品的功能功效，以及患者的真诚感谢。

记者通过音频中的购买渠道买了
几种药品，发现出售价格是电商平台的
数倍，药品说明书上并没有“收音机”里
提到的治疗功效。随后记者对音频中
的专家进行身份核实，发现从专家名字
到供职机构，都是子虚乌有。

6.有些短信不能点击

近年来消费者的网络购物等需求
越来越多，很多不法分子通过“ETC卡
禁用”“快递丢失理赔”等骗局，诱骗消
费者登录钓鱼网站对其进行诈骗。

“3·15”信息安全实验室提醒消费
者：在收到一些陌生短信后，出现一些奇
怪的链接时，不要去信，不要去点，特别
是有个人信息填写的，更不要去提交。
当对方发起屏幕共享，远程协助时，更要
提高警惕，因为此刻消费者手机上的一
举一动都会实时传递给诈骗分子。

7. 火爆直播间背后的“提线
木偶”

在网上，有平台会售卖直播水军、直
播间人气、播放量、点赞、评论等，24小时
自助下单。一位从事直播带货代运营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使用水军已经是直
播带货行业公开的秘密，有了水军烘托
气氛，不明就里的用户就可能被热闹的
氛围所带动，冲动跟风，掏钱下单。

某公司的云控系统，操作起来简单
粗暴，一台手机可以同时操控200台到
20000台手机充当水军。记者看到水军
公司替多个客户搭建的云控机房，机房
里摆满了手机，一台手机就是一个水
军，手机屏幕上显示各种直播正在进
行，成百上千个水军正潜伏在多个直播
间兴风作浪。

8.恢复出厂设置不一定彻底
清除手机数据

电子产品迭代升级速度越来越快，
消费者家中的旧手机、旧电脑也越来越
多，一键删除、格式化、恢复出厂设置能
彻底清除个人数据，保证信息安全吗？

据介绍，“3·15”信息安全实验室对
此展开了专门的测试，测试表明：一键
删除、快速格式化和默认不勾选“格式
化SD卡和手机存储”等操作都不能完
全将数据删除。技术人员提示：手机恢
复出厂设置操作要将所有存储项目都
进行勾选，手机里的个人信息才会被安
全删除；对电脑硬盘和U盘中数据进行
格式化时要去掉快速格式化勾选，这样
的完全格式化才能保证数据信息安全
删除。 记者 王婧 整理

今年央视“3·15”晚会
曝光哪些“隐秘角落”？

昨晚，一年一度的央视“3·15”晚会如
约举行。今年的“3·15”晚会以“用诚信之
光照亮消费信心”为主题，关注消费领域
的违法侵权现象。曝光了“香精大米”、问

题“美容针”、直播间“苦情戏”、劣质“电动自行车头盔”等问题,让
一些埋伏在“隐秘角落”的消费陷阱晒在阳光下。

央视“3·15”晚会直播现场。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