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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杨，你好，我是戚阿姨的儿子，
请社区负责党建工作的朋友与我联系
一下。我妈妈明天上午8点在906医院
手术，她嘱咐我，让我务必先把党费交
了，还有今年的‘慈善一日捐’。”就在两
个月前，福城社区网格员杨莉莉就收到
戚阿姨儿子傅先生的短消息。“老人家
每年都惦记着捐款的事，每年都不落
下！”

收到短信的第二天，网格员蔡春亚
联系上67岁的傅先生，当时他已经在医
院陪老母亲做手术，不方便到社区。蔡
春亚宽慰他，今年的“慈善一日捐”一直
持续到9月底，让傅先生安心陪老人看

病，等老人身体康复后再来捐也不迟。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把1200元现金交给社区后，戚秀娥
老人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
就坐着电动轮椅离开了社区。

戚秀娥出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
1950 年进入上海织针厂工作。1962
年，戚秀娥随丈夫来到宁波。1979年，
她如愿入党了。1985年，戚秀娥退休
后，开始了含饴弄孙的生活。

如果看到邻居争吵，热心的戚秀娥
总会上前劝几句。她亲和力强，说话有
理有据，经她耐心劝说后，双方总会从

“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

当时的社区负责人见戚秀娥调解
有一套，就邀请她到居委会做“老娘
舅”，戚秀娥答应了。在退休两年后，
52 岁的她重新“上岗”，这一干就是
11年。

福城社区于 2010 年 10 月成立，
2011 年戚秀娥捐款 1000 元。在当
年，她的善举在社区反响不小。这些
年，很多居民都受她影响，纷纷慷慨
解囊。

“很多居民都被老人带动了，每年
‘慈善一日捐’，社区有近300人参与捐
款，老人基本上每年夏天就会早早把钱
送到社区来。前几年开始，老人腿脚不

好，哪怕是坐着轮椅来，她一年也没有
落下。即便去医院了，她也会嘱咐儿
子，把钱交上。”杨莉莉对老人捐款的事
如数家珍。

“我妈对吃饭穿衣什么的都没啥
要求，生活过得很朴实，每个月都有
退休金，她一直很感恩。”提及母亲连
续 13 年捐款的事，儿子傅先生特别
支持，“每年捐款，对她来说早就成为
一种习惯了，我们都很赞成。这一次
手术前还惦记着捐款的事，生怕赶不
上了！”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褚燕玲 李梦茹 文/摄

连续13年捐款！
90岁的她
坐着轮椅

“小杨，现在捐款还来得及吧？出院了，也休养好
了，我就赶快过来了！”9月20日下午，家住鄞州区福
明街道福明家园的90岁老人戚秀娥坐着电动轮椅，
来到福城社区服务大厅，捐出了1200元爱心款。

据悉，这已经是老人连续 13 年参与“慈善一日
捐”，累计捐款金额1.32万元。

了了又又来来
戚秀娥坐着轮椅来捐款戚秀娥坐着轮椅来捐款。。

做理性投资者，避免非法金融侵害
近日，宁波东海银行某支行接到李

先生来电，称其通过朋友介绍在某APP
购买了一款“宁波市东海银行”的资产
包，日收益高达1.7%。李先生少量购买
获取收益后，加大了投资本金。但投资
期限结束后，发现本息无法赎回，要求
银行协助其赎回投资款项。

接到李先生反映后，银行立即核
查相关 APP 及银行资产包信息。经
核查，该 APP 为第三方不明平台，利
用部分银行标识开展虚假投资业务
宣传，“银行资产包”并非真实资产
包，涉嫌冒用银行名义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银行工作人员立即陪同李先

生前往公安机关报警，积极提供案件
所需相关材料。

上述案例中，李先生通过熟人介绍
下载APP，未及时核实APP的真实性、
合法性，办理业务前，也未核实产品的
真实信息，导致投资款难追回，自身权
益受损。

宁波东海银行提醒：
1.近期出现一些高仿、山寨APP冒

充正规平台进行诈骗，金融消费者切勿
轻信陌生短信及不明链接，以免被不法
分子诱骗；尤其是在被要求提供个人银
行账户敏感信息时，要多看多思，防范
被诈骗风险。

2.金融消费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
务必要提高警惕。一看融资合法性，是
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是否取得相关金
融牌照或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二看宣
传内容，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
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
营模式，看项目真实性、资金的投资去
向、获取利润的方式等。

3.金融消费者应加强金融知识的学
习和更新，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购买
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仔细
阅读相关合同，认真了解重要条款，在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合法渠道积
极维权。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
局温馨提醒，消费者购买理财产品时切
忌侥幸心理、赌博心态，应选择正规渠
道，避免非法金融侵害。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洪璐 郑波 屠黎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