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中行嵩屿支行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
讲解金融消保知识。（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厦门中行反诈专家宣讲反诈知识。
（厦门中行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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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于乐
创意游园会受欢迎

9月26日下午，由厦门中行主办的“汇聚金
融力量 共创美好生活”金融消保游园会在未来
海岸社区广场火热举行。现场精心设计的“慧眼
识骗”诈骗案例展板、趣味的有奖问答互动和金
融知识转盘，让社区居民边玩边学。

该活动是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集中教育
宣传日举办的特色活动。当天，身着“点亮未
来”金融服务队志愿者红马甲的厦门中行嵩屿
支行员工，与未来海岸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嵩
屿派出所民警一起，为市民讲解金融消保知识。

“这个是错的，不能相信不明短信链接！”“回
答正确，恭喜这位阿姨获得奖品。”记者在现场看
到，舞台正前方的“慧眼识骗”展板以文图形式，
列举了当前十大高发诈骗案例，如刷单返利、虚
假征信、冒充领导或熟人。许多居民认真阅读学
习了展板内容，积极参与舞台区的“猜猜这是哪
种诈骗方式”抢答环节。嵩屿支行工作人员在每
道问答题结束后，为居民分析讲解，加深印象。
不仅如此，活动还特设金融知识转盘环节，将金
融消费者八大权益印制在转盘上，让居民参与抽
奖的同时，了解更多金融知识。

本报记者 严明君
通讯员 刘旸

今年来，中国
银行厦门市分行
（以下简称“厦门中
行”）主动融入厦门

“近邻党建”工作，
在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厦门监管局
的指导下，以“党
建+消保”为抓手，
深入基层，持续推
进“金融消保驿站”
建设，多场景、多渠
道开展形式多样的
金融消保宣传教育
活动。

位于海沧嵩屿
北二里的厦门中
行-嵩屿未来海岸
社区金融消保驿
站，是厦门中行打
通金融知识宣传服
务“最后一公里”的
典型实践。该驿站
由厦门中行嵩屿支
行与未来海岸社区
居委会携手共建，
今年 8 月成立以
来，扎根社区，贴近
居民，聚焦“一老一
少”、新市民等重点
人群，开展常态化
线下金融消保教育
宣传活动，将金融
知识和便民服务送
到百姓身边。该支
行工作人员也被未
来海岸社区居委会
特别授予“‘点亮未
来’金融服务队”的
称号。

◀厦门中行
在未来海岸
社区广场举
办金融消保
游园会。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金融近邻暖心相伴 消保宣传便民利民
厦门中行推进嵩屿未来海岸社区金融消保驿站建设，联动多方力量开展特色宣传

形式多样
常态化宣传接地气

深入社区宣讲、放映反诈电影、开展趣味互动……
厦门中行-嵩屿未来海岸社区金融消保驿站成立后，厦
门中行以嵩屿支行为支点，面向社区和居民架设基层
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实践活动、志愿服务、党建共建等
形式，开展丰富多样的金融消保宣传和公益行动，助力
建设幸福宜居社区。

“嵩屿未来海岸社区辖区面积1.2平方公里，总户
数超过7400户。目前我们的‘金融消保驿站’可辐射
居民约 2.5 万人，涵盖浪琴湾、蓝月湾、鹭景湾等小
区。”嵩屿支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行每周定期组织员
工深入社区，结合当月消保主题和不同年龄段人群特
点制订宣讲方案，将金融知识宣传工作融入街道、社
区举办的各项公益活动中。同时，该行与嵩屿派出所
紧密开展警银协作，通过讲座、以案说法、发放宣传折
页等形式，向居民普及各类金融基础知识，助力提升
公众金融素养。

8月，厦门中行组织社区志愿服务队、社区居民等
120余人走进电影院，观看反诈电影《孤注一掷》。电影
开播前，厦门中行反诈专家王军和嵩屿派出所民警徐安
妮借助影院巨幕，宣讲防范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及
安全用卡等知识，提醒观众拒绝诱惑、加强防范意识。

扎根社区
多方联动持续惠民

据了解，在“金融消保驿站”成立前，厦
门中行嵩屿支行与未来海岸社区居委会、
嵩屿派出所就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将常
态化宣传教育活动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相结合，特设“消保讲堂”，开设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防范养老诈骗、反假币、个人
信息保护、防范套路贷及防范非法集资等
金融知识专题讲座。

针对周边社区退休老年人较多的特点，厦
门中行嵩屿支行在“5·17世界电信日”当天，
开设防诈骗知识小课堂，为老年人揭示养老诈
骗套路，宣讲反诈知识；在6月底的“金融知识
万里行”活动中，该行邀请嵩屿街道派出所民
警，向居民讲解近期发生的诈骗案例，并将金
融诈骗的典型特征、表现形式、防范方法融入
有奖问答互动中，吸引居民参与。

厦门中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该行将继续做好常态化金融消保知识宣传工
作，探索更接地气的传播和互动形式，扩大宣
传覆盖面，传递“近邻”正能量，让“金融消保驿
站”办成更多便民利民的实事好事。

初赛为期两天，分为两个场次。
宣讲员们激烈角逐，评委团最终评选
出16位优秀宣讲员晋级决赛。

宣讲员们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省委“深学争优、敢为
争先、实干争效”行动，结合自身的学
习、工作与生活，宣讲同安区飞速发
展的新征程以及人民群众生活发生
的巨大变化、身边的感人故事等。

比赛邀请厦门市朗诵学会会长
彭鹭、中共厦门市委宣讲团高级宣讲
员王哲、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

宇老师担任评委。赛前，主办方向全
区各单位召集约60位参赛宣讲员，
邀请中共厦门市委宣讲团高级宣讲
员王哲、中共同安区委党校高级讲师
沈丽英对参赛选手进行集中指导培
训。

指导老师和评委对参赛选手给
予了较高评价。“这些参赛选手是来
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热情高涨，向
往基层理论宣讲工作，具备一定的理
论宣讲水平，我深切地感受到同安基
层理论宣讲工作后继有人。”沈丽英
表示。

以赛促学提能力
锻造高水平队伍

“学思践悟强党性 实干笃行建新功——2023年同安区理
论宣讲比赛”初赛昨落下帷幕

文/图
通讯员 郑素描

王荣斌
本报记者 林健华

以赛促学提升
能力，锻造高质量
基层理论宣讲人才
队伍。昨日，“学思
践悟强党性 实干
笃行建新功——
2023 年同安区理
论宣讲比赛”初赛
落下帷幕。

辖区 16 个党
委（党工委）约 60
名宣讲员参加本次
比赛，比赛由中共
同安区委宣传部和
中共同安区委组织
部联合主办，同安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和同安区融媒
体中心联合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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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践悟强党性学思践悟强党性 实干笃行实干笃行
建新功建新功————20232023年同安区理论年同安区理论
宣讲比赛宣讲比赛””现场现场。。

同安区新辉小学老师吕思婷以随
迁子女教育问题为宣讲主题，展示了同
安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和城乡一体化的印记，以及同安区贯彻
落实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孩子们同在
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
运的生动实践。

“这场精彩的理论宣讲比赛，让
各行各业的党员干部聚在一起，生动
地讲述本单位“深学争优、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的奋斗事迹，让党的好声
音走进千家万户，同时也吹响了党员
身体力行、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走
心的冲锋号。”同安区西柯街道滨海
社区吴妙清说。

“比赛是为了更好地挖掘和培养
人才，展示同安经济社会发展蓬勃向
上的面貌。”同安区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比赛能进一步挖掘一
批理论功底深、宣讲能力强的基层理
论宣讲人才，助力打造一支素质高、
讲得好、覆盖广的基层宣讲队伍，推
动全面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

据了解，“学思践悟强党性 实干
笃行建新功——2023年同安区理论
宣讲比赛”将从9月持续到12月，包
括评选出一批优秀宣讲员和优秀宣
讲报告两项内容。

2023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
厦门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消保驿站风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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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 门 中
行-嵩屿未
来海岸社区
金融消保驿
站。（厦门中
行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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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田间地头、农机作业现场、
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农业机械集中作
业场所，对每一台机械的隐患逐一
排查，提醒农机员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在作业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系
紧“安全带”。

“隐患就是事故。”全市农机部
门强化隐患排查、应急处理能力。
今年，我市制定《厦门市农机安全生

产重大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
动实施方案》，结合重要农时、重要
节假日，组织开展农机安全检查，统
计分析农机领域安全工作情况，常
态化保持农机安全严管高压态势。

今年来，全市共开展安全生产
检查、农机执法行动共402次，排查
各类农业机械382台，检查驾驶操
作人员167人，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2个。
围绕“十四五”时期“平安农机”

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市农业农村局
指导各区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活
动，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
参与”的平安农机创建机制，市农业
农村局、市应急管理局已联文向省
直有关部门推荐翔安区申报2023
年度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区。

系紧农机安全带
共迎秋收好丰景

市农业农村局积极采取措施紧抓农机生产安全
本报记者 吴晓菁 通讯员 付立军
金秋季节，在我市的良田沃野，一台

台联合收割机、翻耕拖拉机忙碌地穿梭在
一片片田野里，绘成一幅收获的美丽乡村
田园画卷。

其背后，离不开强有力的机械化支
撑。为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
的“主力军”作用，市农业农村局积极采取
措施紧抓农机生产安全，为全市农粮秋收
提供了有力保障。

截至目前，我市农机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有序推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已
连续18年无农机事故。

田间地头，一台台拖拉机、旋耕
机等农业机械驰骋其中。如何确保农
机生产安全？全市农机部门压紧压实
安全生产责任，提升为民服务能力，规
范办理农机监理业务。

今年，我市制定印发《厦门市
2023年度农业机械及其驾驶人检审
验工作方案的通知》，部署各区规范

开展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以及驾驶
操作人员检审验工作，指导各区创
新工作思维，开展“送检下乡”“送审
下乡”等为民服务。截至9月20日，
全市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
20台，安全技术检验145台，注销报
废7台拖拉机，换发驾驶证53本。

对于老旧农机，我市安排财政专

项资金，实施农机报废补贴政策，加
大老旧农机具报废更新力度，建立农
机报废回收网点3个，实现农机报废
更新补贴政策覆盖岛外4区，目前已
受理报废多功能拖拉机补贴申请7
台，补贴资金4.14万元。结合安全技
术检验，我市还免费为130台拖拉机
粘贴反光标识，有效防范事故发生。

源头管控 提供贴心服务

防范事故 将隐患消灭于萌芽

一直以来，我市农机部门坚持
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宣传教育，
营造安全发展的社会氛围。

结合重要农时和专题宣传活
动，今年来我市开展农机安全宣传
普法 346 次，发送安全警示短信
26898条，发放宣传材料3345份，粘
贴安全警示标志230条（套）。

根据全国安全生产月统一部

署，我市举办“2023年厦门市农机安
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和农机安
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专题
培训，指导翔安区开展农机事故应
急处置演练活动，市农业综合执法
支队张新民支队长现场宣讲农机安
全。宣传教育受众人员836人次，
悬挂张贴宣传横幅、展板、挂图等
177份。

在“厦门三农”公众号，“铁牛卫
士”杯农机安全有奖知识竞答活动吸
引了不少市民参与线上答题，发放奖
品90余份，在公众号推送农机安全
知识科普图文信息，制作3条农机安
全短视频参加全国农机安全普法视
频征集活动。其中，《一起来找茬》获
得情景短片三等奖，《厦门农机安全
喊麦歌》获得文艺短片优秀奖。

宣传培训 营造浓厚安全氛围

全市农机部门深入田间全市农机部门深入田间
地头地头，，排查安全隐患排查安全隐患。（。（厦门市厦门市
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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