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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该行制作了《金融高
管讲消保》视频，由消保工作主管
行长详细讲解金融消费者“八项
基本权利”，并通过“宁波市银行
业协会”微信公众号面向金融消
费者推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该行聚焦新市民、老年人、残障人
士、青少年、乡村居民等重点群
体，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消
保宣教活动，扩大金融消保宣教
活动影响和覆盖面，持续提升金
融消费者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慈溪横河镇的小微园区，
该行与以新市民为主的企业主、
员工面对面交流，针对住房、创
业、医疗社保等服务场景，做好政
策解读，并解答关于金融安全的
疑问。

在海曙区月湖街道，该行为
社区居民介绍了转账汇款、存款
理财中的陷阱，以及如何对账户
信息盗取、用卡安全等老年人常
见骗局“见招拆招”，并当场为一
位居民辨明“微信百万保障骗
局”，帮助及时止损。

在宁波财经学院，该行与学

生现场讲解互动，重点讲解数字
金融、理性消费、个人征信等知识，
通过现实案例讲解让学生们了解
在遇到金融问题时如何维护自己
的权益，教育引导大学生群体提升
金融素养和金融安全意识。

在镇海区的多个社区，该行
把“竹箭投壶”“套锦鲤”等游戏与
金融知识相结合，让社区居民在
一问一答、一投一掷间将金融知
识牢记于心。

在象山县学雷锋日志愿服务
市集上，该行搭台设点开展金融
咨询，向往来群众普及金融知识，
并解答数字人民币、个人养老金
等新兴金融产品知识。

该行还结合“工行驿站+”服
务场景建设，加强消保风险全流
程管理，全面提升消保工作针对
性和实效性。“感谢你们帮助我识
别出骗子，我都准备把钱转过去
了。”余姚的魏老先生有些庆幸。
魏老先生是一个收藏品爱好者，
近期接到自称是宁波市消协工作
人员的电话，告知他们在“3·15”
打假中破获一起售假收藏品案

件，而魏老先生是受害者之一，对
方要把赃款退回前，需要魏老先
生先交纳服务费、公证费。3月11
日上午，魏老先生来到该行所属
余姚兰江支行要求办理手机银
行，用于转账给“消保协会工作人
员”。该行工作人员心生警觉，协
助魏老先生拨打了消保客服电
话，确认是有人冒充消保人员实
行诈骗，及时劝阻魏老先生转账，
并指导下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
心APP”。

在该行所属新城支行营业大
厅的外墙，市民朋友可以点击反
假防诈互动屏进行金融知识问
答、扫码金融产品瀑布墙了解相
关产品、点击可控光影魔屏开启
休闲生活。该行还运用人机协同
交互，实现体感游戏、电子导览、
线上办理、网点实时客流量监测
等，厅堂机器人可根据客户口述
完成业务功能模块的快速调取，
帮助不熟悉智能机具的客户群体
使用工行数字化产品，提升金融
服务普惠水平。

通讯员 胡月 记者 周雁

工行宁波市分行扎实开展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活动

3 月，工行宁波市分行
以“金融消保在身边 保障
权益防风险”为主题扎实开
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
教育宣传月活动，用金融力
量筑牢消费权益保护“防火
墙”。

一直以来，工行宁波市
分行积极履行消费者权益
保护主体责任，不断深化金
融为民理念，多举措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年，该
行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宁波监管局、宁波市银行
业协会的指导下，认真开展
“金融高管讲消保”等宣教
活动，由该行负责人带头抓
消保、讲消保，全力提升客
户诉求解决能力，坚持“管
业务就要管投诉”的经营原
则，将消保理念嵌入业务全
流程。

今年39岁的钱露蓉是家中
独女，从小就被视作掌上明珠。
她喜爱画画，父母就请专业老师
指导。2004年，钱露蓉以艺术特
长生的身份考入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后又遂了父
母的心愿回到宁波工作、结婚，
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2014年5月，钱露蓉迎来了

女儿的诞生，但产后总觉得昏昏
沉沉。

在宁波市第一医院，钱露蓉
被诊断为急性脑出血，紧急手术
后总算捡回一条命。但因为出血
点位于运动神经，钱露蓉的左半
身不能动弹了，加上产后凝血度
较高，她又出现了左脚血栓症状，
随后转入李惠利医院治疗，一连

串的变故让她变得郁郁寡欢。
“那一年，我们不是在医院，

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跑了六七
家医院，不停地做各种检查。当
时内心很崩溃，生个孩子，怎么
就把命都搭进去了。”回想起10
年前的场景，钱露蓉坦言，最黑
暗的日子里，家人的陪伴给了她
最大的动力。

“出事后,我没有想过有一天能站起
来。”3月15日上午，在鄞州区福明街道福城
社区，39岁的钱露蓉正在阳台悉心打理满
地的多肉，阳光照在脸上，眼里满是笑意。

2014 年，命运仿佛和钱露蓉开了一个
玩笑，刚生下女儿的她患上了急性脑出血，
和死神擦肩而过。

从瘫痪在床到康复治疗，从轮椅生活到
独立行走，历经5年，她不但站起来了，而且
走出了阴霾。

生命以痛吻她，她却报之以歌。

钱露蓉每天要花很多时间修剪多肉。

走到福明家园三期小区35
幢楼下，抬眼便看到一处阳台灯
光与众不同，那就是钱露蓉的
家。她在阳台上打造了一方多
肉天地，独特的灯光是专门为多
肉补光用的。她热爱生活，养鱼
弄花，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

“这些多肉治愈了我，让‘阳

光’洒进我的生活，我慢慢接受
了命运的安排。”钱露蓉说，阴天
补光、夏天降温，日常监控温度
和湿度，每天花在多肉上的时间
就要几个小时，但却是幸福的时
光。现在，她通过网络售卖，每
个月都能接到不少订单。

随着多肉养殖规模越来越

大，阳台都放不下了。网格员得
知后，特意在社区的闲置空间为
她开辟了一块专属区域，作为多
肉的露天养殖基地。最近，钱露
蓉在那里摆上了花架，准备打造
一个“多肉科普园”，分享给更多
的居民。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褚燕玲 李梦茹

初为人母的她和死神擦肩

长达5年的康复之路

2014年7月，脚血栓治疗后，
左半身不能动弹的钱露蓉转至宁
波市康复医院进行康复，这是一
个漫长的康复之旅。到底能不能
再站起来，还是个未知数。

幸运的是，钱露蓉生活在一
个有爱的家庭，全家人都在为她
默默打气。2015年10月，从上

海就医回来，钱露蓉的左手逐渐
有了知觉，这让她信心大增，回
到宁波继续康复之路。高压氧、
理疗、针灸、运动康复，她一路坚
持。不到一年，她已经可以离开
轮椅，拄着拐杖行走了。

2017年4月，钱露蓉可以缓
慢行走，自行往返医院进行康复

训练。到了2019年，她已经可
以独立行走了。

整整5年，她从瘫痪在床到
独立行走，这期间的煎熬，只有她
自己知道。“医院的医生换了一拨
又一拨，我成了那里的‘熟客’。
女儿就是我最大的动力。为了
她，我必须要站起来！”钱露蓉说。

她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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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瘫痪在床到独立行走

宁波这个85后的故事很励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