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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便利的线上金
融服务，但也存在不实宣传吸引客
户、收取超高额利息及费用等问题。
您在生活中可能也遇到过这类电话、
广告，以利率低、额度高、放款快、流
程易等引诱您办理业务，针对这些情
况，消费者更应擦亮眼晴，增强个人
信息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防范诈骗
风险。

宁波银行提醒您关注：
提升风险意识。个人贷款应综合

考量自身经济能力，应选择银行等正
规金融机构，严防贷款诈骗陷阱，远离
一切需要提前缴纳费用的贷款业务；
贷款时应认真阅读合同相关条款，充
分知悉约定的权利义务，评估自身还
款能力，谨慎点击线上确认。

选择正规渠道。一定要选择正规
官方软件，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
网络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防
范假冒网站、假冒APP。银行业金融
机构在办理互联网贷款过程中不会要
求客户缴纳“征信清理费”“会员费”

“手续费”等各种费用，一旦涉及费用，
请访问金融机构官方网站进行查验，
或致电官方客服热线进行咨询。

重视还款义务。多数消费者在互
联网平台申请贷款时，较为关注贷款
额度以及贷款利息，对还款方式、还款
日、还款金额等还款义务条款重视不
够，从而导致逾期发生。因此，消费者
应提高对还款的重视，认真履行还款
义务，做到合理借款、按时还款，以免
影响个人征信。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

管局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树立理性
消费观念，培育合理消费习惯。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裘珏璇 郑波 董姸娜

网贷门道多，借款需谨慎

今年70岁的杨恩良已经在这个
小区住了23年。“居民们都很团结，
邻里情深。按照中国人的习俗，饭桌
上更能加深感情。所以，我就想到了
一月一次的聚餐。”2018年开始聚餐
的时候，居民们搬出了长桌子，每次
聚餐都有四五十名居民参加。到现
在，因为场地的关系，每次一般都有
20多名居民参加，其中部分居民是
在同一家军工企业退休的。

当天上午10点左右，两张圆桌
就已经摆放在了后花园，一个个凉菜
也都端上了桌。随着中午的临近，从
周边两幢楼里，居民们一个一个端来

了热菜。“老伴做了5个菜，我还把女
儿送我的珍藏了10多年的白酒贡献
出来了。”杨恩良说。

很快，餐桌上的菜就叠了起来。
仅虾就有三种，江白虾、河虾和罗氏
虾，此外还有花生、红膏蟹、牛肉、鸡
肉、鸭肉、三鲜汤、熏鱼、白切肚、酸菜
鱼……最后仔细一数，竟然有30多
个菜，有些菜不得不放到了转台外，
转台也几乎没法转动了。

10多户家庭的20多名居民按
照性别分别坐了一桌。大家喝的，
除了杨恩良带来的白酒，还有居民
带来的啤酒和黄酒以及自家磨的豆

浆，有居民则带来了橘子、苹果、葡
萄和草莓。“这次可能创纪录了。”杨
恩良说，以前聚餐最多的一次有二
十七八个菜。

酒过三巡后，在大家热烈的掌声
中，文艺爱好者许忠湖、郭宇宝分别
献歌一首，并合作演唱了一首《敖包
相会》。这也引得其他居民歌兴大
发，几名从军工企业退休的老战士们
站成一排，演唱了《我是一个兵》，把
整个聚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最后，每桌都剩了不少菜。为了
不浪费，居民们商议后决定，晚上把
剩菜热一下继续聚餐。

热热闹闹的聚餐现场。

居民陈爱芬正在为邻居理发。

这个小区居民
每月一次的聚餐
持续了6年
背后还有无数
互帮互助的生动故事

11月 28日中午11点，海曙
区段塘街道新典社区海恒花园
的后花园里，20多名居民站在
两张桌子边一起举起了酒杯。
这个小区居民每月一次的聚餐
开始了。而这个花园在去年改
造过后也成了“热门景点”，居
民每逢节假日都要在此聚会，
春日里浇水种花，冬日里围炉
煮茶。第三党支部的党员们也
将该区域进行轮值包干，插上
了“党建+共享花园”的旗帜。

“我们从 2018 年开始，就
有了这样每月一次的聚餐。”
小区业委会主任杨恩良是这
个聚餐的发起人，“原来，我们
要求每户居民出一荤一素两
个菜，但现在早就远远超出了
这个标准。”当天的餐桌上足
足放了 30 余个菜，桌子中间
的转台完全不够用，很多菜只
能层层相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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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邻居们平时互相帮
助，有很多生动故事呢。”新典社区党
委书记陈国富说。

三四年前，80多岁的王阿姨突
然半夜向邻居尹雅丽家敲门求助。
原来王阿姨的丈夫突发疾病，但是子
女都不在身边。尹雅丽和丈夫胡贤
良连夜送老人去医院就医，因送医及
时老人并无大碍。

尹雅丽为人十分热心，是楼道的
志愿者，也是邻居的“贴心人”，平时
王阿姨家付有线电视费、配药等，她
经常成为“跑腿员”，还常常上门看
望。如今两位老人已经去世，尹雅丽
又重新结对了三四位老人，同样经常
上门看望，嘘寒问暖。

海恒花园有一个“共享花园”，小

区党员张仁成、徐锡华等人认领了
“网格包干区”，平时给花修剪、浇水。

今年 6月，两人还用竹条编制
了长约100米的花架，并用钳子、铁
丝将花固定，绑紧藤蔓，让这个花园
成为居民共治、共管的绿色共享空
间，也成为社区居民社交、亲子、文
化活动的平台。“小区是自己生活的
地方，把小区环境搞好，大家心情就
好。”徐锡华说。看到这里的变化
后，居民们也纷纷搬出了自家的盆
花来点缀。

居民陈爱芬今年70岁，年轻时
就爱好美发的她，退休后购买了一
批理发和染发工具，一边学习一边
利用空闲时间义务为邻里理发。为
了学习掌握理发技能，她还把丈夫

陈玉江的头当做了“试验田”。现
在，凭借着过硬的手艺，她的理发业
务越来越红火，名气也从小区扩展
到整个社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区还有一
个“邻里帮帮团”。“我女儿结婚的时
候邻居都来一起帮忙，布置新房、采
购物品……”居民袁翠兰说，不论谁
家结婚，街坊邻居都会热热闹闹一块
来帮忙。

今年顾阿姨丈夫去世，怕她心情
烦闷，“邻里帮帮团”立即行动，隔三
差五就上门走访探望，有时候还会把
她拉出来散步、聊天，缓解她的心情。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庄涵予 何向远 文

记者 刘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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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也吃不完 每家都“超标准”带菜来聚餐

怎么也数不清 邻里互相帮助的故事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