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上午，中国人寿寿险
宁海县支公司专程前往边远山区
宁海县桑洲镇外岗村，组织开展

“担当新使命 消保县域行”专题宣
传服务活动。由于外岗村地处王
爱山东部外端，群山环绕，村里以
老年人居多，该公司针对这一特殊
群体金融知识不足的特点，在村老
年服务中心设立教育宣传展台，为
村民们分发小礼品，发放宣传资
料，开展保险暖心服务。同时，在

活动现场，通过知识讲堂为大家宣
讲防范非法集资和网络电信诈骗、
打击“代理退保”黑灰产等内容。
最后，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温馨提
醒村民们谨防金融诈骗和网络陷
阱。

本次活动的开展，受到了老年
朋友的热烈欢迎。老人们更加清
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权益，也大大提
升了边远地区老年群体的防非反
诈能力。

中国人寿寿险宁波市分公司
广泛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活动

■聚焦“老少新”

为扎实推进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切实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增强
消费者金融安全意识，帮助消费者理性投资，营造和谐健康金融环境，中国
人寿寿险宁波市分公司及所辖各机构广泛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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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8日，中国人寿寿险宁波
市分公司进入宁波技师学院，针对
学生金融知识匮乏的情况，开展金
融教育宣传活动。现场通过放置金
融知识专属展位，发放金融教育宣
传折页，向学生提示远离“校园贷”、
识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讲解金融
消费者八大权益。此次活动，帮助
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观，自
觉抵制非法高息诱惑，保护个人身

份信息，彰显了中国人寿助力守护
校园金融安全的责任担当。

中国人寿寿险宁波市分公司将
持续关注“老少新”特殊群体，加大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力度，开展各
类有针对性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不断推动金融教育活动走深走实，
以实际行动谱写金融为民新篇章，
全力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记者 史旻 通讯员 郑静静

知识改变命运，金融教育助力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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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中国人寿寿险北仑
区支公司走进宁波统顺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开展金融知识教育宣传活
动，通过发放“金融为民谱新篇 守
护权益防风险”宣传折页，聚焦“新
市民”群体进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知识讲解，提示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的重要性，警惕“套路贷”，防范新

型电信网络诈骗，剖析非法金融广
告、非法金融中介的危害，远离非法
集资等不法金融行为。活动不仅让
进城务工的“新市民”对保险金融知
识有了更深的了解，更提高了“新市
民”的风险防范能力，让他们更好地
融入城市生活，享受正规金融服务
带来的便利与保障。

传播金融正能量，情暖“新市民”●
进
企
业

打造“金融知识移动讲堂”，关爱乡村银发老人

中国人寿寿险宁海县支公司前往桑洲镇外岗村开展专题宣传服务活动中国人寿寿险宁海县支公司前往桑洲镇外岗村开展专题宣传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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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铸魂育人”宁波大中小学移动思政课第二
季活动再出发！

9月26日，“思政巴士”开往宁波海曙南门街道万安社
区。思政导师、宁波财经学院教师钱晓蕾带领20余名学生，
参观了藏在社区里的科普馆，在“老闺蜜咖啡馆”聊聊志愿
服务和社区治理的故事。

钱老师以“看社区治理现代化 做美好生活创造者”为
主题，为同学们上了一堂创新思政课。当天的思政课堂通
过甬派APP直播，吸引众多网友观看。

看社区治理现代化
做美好生活创造者

在思政导师钱晓蕾的引导下，学生们
围绕科技赋能、志愿服务、养老问题、环境改
善等开展分组讨论，集思广益为社区献计。

“我想让社区变得更智能，装上电子
门、人脸识别等”“可以组建一支志愿者团
队，去看望独居老人”“社区环境很重要，
垃圾要分类、人车要分流，让大家生活更
舒心”……同学们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老师赞赏的目光中，同学们感受到了

“社区小主人”的成就感。
“新课标下，特别强调在真实环境中

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这堂课符合新课标
精神。让学生们走进社区、走进生活，用自
己的思考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横街镇
中心小学德育副校长柳钱勇对移动思政
课表示赞赏，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
们在社会大课堂上得到锻炼与成长。

记者 王冬晓 张培坚 实习生 李一杰

集思广益为社区献计

“哇！这个蝴蝶是世界上最大的蝴
蝶。”

“这个螳螂像花朵一样。”
当天，海曙区横街镇中心小学的同学

们乘坐“思政巴士”来到万安社区。
万安社区是全国先进社区、浙江省首

批现代社区。除了这些看得到的成绩，万
安社区还藏着全国首个“嵌”在社区的生
物多样性科普馆。50多平方米的科普馆
里，藏着200多种植物种子，100多种蝴蝶

和昆虫标本。这些标本和种子不仅展示了
自然界的奇妙，也为社区居民和小朋友提
供近距离接触和了解自然的机会。

小巧精致的科普馆，立刻吸引了同学
们。除了观赏蝴蝶和昆虫标本，科普馆还
有人机交互功能，手机扫码就能听到鸟叫
的声音。“老师说喜鹊叽叽喳喳，像唱歌，
我听听看”“白鹭的声音是‘呜哇’‘呜哇’
啊”……这些丰富的鸟类鸣叫声此起彼
伏，同学们仿佛置身在大自然中。

看藏在社区里的科普馆

参观完科普馆，同学们来到“老闺蜜
咖啡馆”。

之所以叫“老闺蜜”，是因为这里的咖
啡师、店员都是志愿者，平均年龄70岁。

“咖啡设备是一家企业捐赠的，社区工作人
员就把城市书房打造成‘老闺蜜咖啡馆’，
社区居民在这里看书休息，也让我们这群
老人发挥了余热。”咖啡馆馆长郑飞星说。

“老闺蜜咖啡馆”营业一年多，其收

益全部纳入社区共富基金，用于支持社
区建设。

郑飞星分享了咖啡馆背后的故事后，
思政导师钱晓蕾又介绍了上世纪60年代
的“枫桥经验”，告诉同学们这种基层治理
的方式早已有之，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与时
俱进，其精髓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起依
靠人民。也就是我们说的‘共治、共建、共
享’，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探咖啡馆背后的故事思政巴士再出发

钱晓蕾老师带着同学们参观科普馆钱晓蕾老师带着同学们参观科普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