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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公司财务人员王某接到老
板李某微信通知，要求其从公司账户中
向异地C公司账户汇款1780万元，并告
知有一笔大生意要做，非常紧急。王某
接到指令后立即登录企业网银进行操
作，由于企业日常汇款金额较小，设置的
网银限额不够，无法成功汇款。然后，王
某匆匆来到开户行中国银行宁波某支行
申请调高网银限额。得知王某的调额原
因后，银行工作人员提示王某再和老板
确认一下是否需要这么大金额的汇款。
王某当即电话联系老板进行核实，得知
老板反馈并无汇款需求时，王某方才意
识到遭遇了诈骗，幸好有银行及时提醒，

才避免了企业资金损失。
为避免发生此类诈骗案件，企业及

财务人员应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有效防
范风险？中国银行宁波分行提醒：

一、提高警惕。诈骗分子常通过冒
充老板QQ、微信等社交账号或伪造邮
件等方式，诱导财务人员转账汇款，故
需对任何要求转账汇款的指令保持警
惕，尤其是通过社交软件或邮件传达的
指令，务必通过电话或面对面确认，确
保指令真实性。

二、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执行财务
审批流程，大额转账需经过多级审批，避
免因单一指令导致资金损失；定期更新

相关人员联系方式，确保沟通渠道畅通。
三、技术防范。定期检查企业邮箱

和社交账号的安全性，防止被仿冒；使
用加密通信工具，定期更新杀毒软件，
确保信息安全。

四、制定紧急应对措施。如果怀疑
遭遇诈骗，应立即停止转账操作；立即
联系开户银行，采取措施防止资金流
失；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提供相关证
据；对事件进行调查分析，找出漏洞并
改进流程。

五、强化员工培训。定期对财务人
员进行反诈骗培训，提升识别能力；根
据应急预案加强演练，增强员工应急反

应能力。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

局温馨提醒，广大企业和财务人员要牢
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时刻保持警觉，
共同筑牢企业资金安全防线。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周玉中 张宏伟 胡聪平

火眼金睛辨真伪，提高警惕防诈骗

“的士大食堂”的老板是孙益
辉，今年52岁，宁波人。

1997年，孙益辉和弟弟合伙买
了辆出租车，开启了两班倒的的士生
涯。“那时候开出租车是份体面工作，
但实际上特别辛苦。”他回忆道，一周
工作7天，吃饭没准点，上厕所都得
小跑，颈椎病、腰肌劳损几乎是每个
司机的职业病。最难受的是饮食不
规律，长年饥一顿饱一顿，让他落下
了慢性胃病。“我们这行吃饭没个准，
经常收车晚了，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正是深知出租车司机的艰辛，
2014年，开了18年出租车的孙益辉
毅然拿出全部积蓄，转行开起了这
家专门服务出租车司机的餐厅。“在

我这儿，不管多晚来，都能吃上热乎
的大米饭。”

10年来，餐厅每天供应60多种
菜品，坚持19小时超长营业。出于
对同行兄弟的理解，孙益辉的定价
比周边餐馆都要实惠。素菜前8年
一直保持5元/份，直到2023年物价
上涨才微调到6元。“的哥赚钱不容
易，能省一点是一点。”在这里，10元
能吃饱，15元就能吃好。

孙益辉的实在赢得了司机们的
信任，很多老顾客都成了他的“自家
兄弟”。“菜价便宜量又足，味道还
好”“跑出租的都知道这儿”“老板待
人热心，把我们当亲兄弟”……司机
们评价道。

十年不涨价
深夜不熄火
宁波这家大食堂
温暖了无数“的哥”

“只要有人来吃，我就会一
直开下去，兄弟们跑车不容易。”
孙益辉望着店里陆续进来的司
机们，语气坚定地说。

4月 8日中午 11点，位于鄞
州区白鹤街道贺丞路的“的士大
食堂”，又迎来了一群出租车司
机。进门的餐台上，热气腾腾的
菜品一字排开，红烧肉油亮诱
人、清炒时蔬鲜嫩翠绿……顾客
可以单点一份，也可以自由搭配
拼盘。店里一层摆放着一张张
餐桌，司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
一起，边吃边聊。

店面装修简单，这家看似普
通的餐馆，背后却藏着一个温暖
的故事。

这家店的营业时间从早上9
点持续至次日凌晨4点，长达19
小时，只为让出租车驾驶员能随
时吃上一口热乎饭。10 年来，
这里不仅用实惠可口的饭菜填
饱了无数司机的胃，更成了他们
短暂停靠的“家”。

1 守候的不仅是饭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忙碌
了一天的司机师傅们，在这里吃
着热乎饭，拉着家常，或分享接了
大单的喜悦，或一吐烦心事的不
快，这里填饱的不仅是胃，更是司
机师傅们的“心灵驿站”。

其实，只要在大食堂里仔细观
察，孙益辉提供的又何止是饭菜。
在店门的进口处，一个热水机、两
罐茶叶格外显眼。孙益辉24小时
为司机们提供免费茶水，一年要花
费近2万元，用于购置茶叶。

早前，手机支付还不普及，司
机们需要大量零钱。为了提供便
利，孙益辉会常常去银行兑换零
钱，再无偿兑换给有需要的的
哥。以前，每月要兑换至少6万元
零钱。这两年，电子支付普及后，
降到每月只需兑换1万元左右。

“现在都手机支付了，几乎不需要
兑换，但零钱还是得备些，万一有
人需要。”

和很多大食堂不同，在这里，
客人就像在家一样，可以自己打
菜、盛饭。有时到饭点，客人比较
多，大家不小心菜名报错或者数
量报少，孙益辉也从不和他们计
较。“大家都不容易，我赚少点无
所谓，日子能过就行。”

如今，附近的装修工人、环卫
工人、路过的居民也都会光顾该
店。去年，孙益辉还跟孔雀社区
结对，针对户籍在辖区及周边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推出88折优惠。

一年又一年，“的士大食堂”
早已不只是一家普通餐馆，而是
司机们共同的“家”。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寇祥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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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食堂营业超19个小时，除
了不供应早餐外，每天从中午开始，
就需要源源不断地出菜。孙益辉就
和妻子每天轮着上班。24小时里，
他断断续续只睡三四个小时，从上
午9点忙到次日凌晨4点，等客人少
点，再换妻子王静来接班。

为保证食材的新鲜，每隔三天，
孙益辉就会到20多公里外的宁波
农副产品物流中心采购一次。他一
般在凌晨2点左右、客人少的时候
出发。这时，妻子王静就会替他照
看饭店。等装了满满一大车食材
后，孙益辉回到饭店，已经凌晨4点
多了。72岁的老母亲看到儿子、儿
媳如此辛苦，十分心疼，每天一早就
到店里帮忙。

为了让的哥兄弟吃上一口热
饭，大食堂后半夜也会安排人员值
班。“有时候困得直点头，20分钟来

一个客人，1小时来一个客人，但就
算没有客人也会营业到凌晨4点。”
对孙益辉来说，这就像一个承诺。

经营这样一家“不打烊”的餐
厅，辛苦可想而知。“说不累是假
的”，但好在夫妻二人彼此支撑、相
互照顾。二人育有两个孩子，每当
谈及妻子和孩子，孙益辉就会感到
内疚：“这些年，老婆比我更辛苦，是
她一直在帮助我。”10年来，因为这
家店，全家几乎没有出去玩过。王
静虽然嘴上埋怨，但每天还是准时
出现在店里。

因为是薄利多销，孙益辉说这
么多年，扣掉房租、食材和人力成
本，也没赚多少钱。如今随着网约
车的冲击，出租车司机有所减少，有
人问他店还开吗？他说：“那当然
了，不然，还在跑出租车的兄弟去哪
吃热饭？”

十年只涨一元钱

一个承诺，再晚也亮着灯2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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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大食堂门口的士大食堂门口。。 司机们在店内用餐司机们在店内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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