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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秀丽的同安区五显镇，是颜
水凉的家乡，也是他送报的区域。“我
负责送半个镇子的报纸，有9个村庄
加1个农场，每天骑摩托车跑85公里
路。”颜水凉说。34年来，他穿梭于乡
间小道，熟知 400 余订户的家，辛苦
之余，更令颜水凉甘之如饴。

在家乡送报，不仅是一份工作，
更成了颜水凉的生活方式。每天凌
晨4点起床，6点左右，他将几十斤重
的报纸装上摩托车，跑遍半个五显
镇，与村民、邻居打招呼、聊家常，令
颜水凉感到幸福和快乐。“四林村的
林先生，曾是厦门的劳模。从 1989
年开始，我就为他送报，我们关系很
不错，他此前还发动村民订报。现在
我到他家送报，他总是热情地邀请我
喝茶。”颜水凉欣喜地分享与订户之
间的温情故事。

颜水凉还是日报系的资深读
者。据他讲述，他最喜欢阅读《厦门
日报》的城市副刊版面。《城市捷报》
上发表的《烧火棍也有春天》一文令
他印象深刻，“标题这句话是作者父
亲讲的，告诫年轻人要努力奋斗，令
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从 1989 年至今，颜水凉在发行
岗位工作了 34 年，“我身体很硬朗，
腿脚比 50 多岁的人还灵活，愿意一
直做下去。”颜水凉笑呵呵地说。

叮叮叮骰子响不停 旺旺旺博饼欢乐多
2023厦门中秋博饼文化节暨厦门日报社系列报刊有奖订阅活动走进同安区大唐世家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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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双节刚结束，厦门博饼热潮

接连上演。昨日，清脆的骰子声在同安大
唐世家三期响起——2023厦门中秋博饼
文化节暨厦门日报社系列报刊有奖订阅活
动走进同安区。据悉，本次博饼设置13
桌，每桌都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奖品，150余
组订户摩拳擦掌，准备博得好彩头。

“裁判，快发奖品啦！”人还没凑齐，10
号桌的一位先生就迫不及待了。在读者
的帮忙下，裁判将一箱箱礼品拆开，整齐
地摆在桌面上，有麻辣鲍鱼酱、蓝湾壳寡
糖猴头菇硒苏打饼干、洗发水、纸巾等，状
元礼品是鲍鱼捞面。

“哇，五子带五！出状元了！”开博没
多久，4号桌就传来惊呼声，王翠琴阿姨
手气这么旺！据王阿姨介绍，订阅《厦门
日报》多年，很喜欢参加订报博饼活动，本
次博得状元的心情非常激动。

“哎哟，小孩手气太旺了！”帅气的小
男孩泡泡，成了全场瞩目的“明星”。据泡
泡的奶奶王配治介绍，她和儿媳带着孙子
来博饼，孙子几下就博到了“三红”。平时
自己爱读《厦门晚报》中有关交通方面的
内容，而不满三岁的泡泡则对漫画很感兴
趣，经常指着报纸问：“这是什么呀？”

一位先生向状元登记处走来，“我博
到的是五子带六！”他对登记人员说。这
位先生名叫林琦，来自台南市，在厦门定
居十多年了，从事培训行业工作。“一来大
陆就订了《厦门日报》。我参加过很多次
订报博饼，这次博得状元很惊喜！”

最终，全场冠军被读者叶金锭以“状
元插金花”夺得。据她讲述，家里订阅《厦
门晚报》多年，“父母看报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每天都看晚报，晚报贴近生活、贴近民
生”。

此外，博饼配套的相亲活动也吸引不
少市民前来咨询。现场展示着上百份嘉
宾的简介，还有工作人员热情地答疑解
惑。市民李阿姨认真读着女嘉宾的信息，
她说：“儿子30多岁了，工作忙没空谈恋
爱，希望帮他物色合适的人选。”

开博预告
时间：10月14日（周六）15:30-17:00
地点：大同小学

博饼资格

❶2023年8月1日起，非公费一次性单订
《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海西晨报》满12个月
的给予一次博饼资格；

❷非公费一次性单订《城市捷报》《台海》
杂志满15个月的，给予一次博饼资格；

❸非公费一次性与《厦门日报》套订满12
个月的，给予一次博饼资格；

❹凡2023年6月1日以后，非公费跨年单

订或套订达到上述博饼资格要求，未领取博
饼参赛卡的，给予本报发行公司定制奖品一
份（价值不超过50元）。

订报方式

❶拨打本报订报博饼热线968820。
❷线上订报：打开手

机，扫描右边二维码即可
线上订报，使用微信和支
付宝都可付款。下单后，
本报发行员将带着订报发
票、博饼参赛卡（须符合订
报博饼资格）上门服务。

同安站颜水凉

爱送报
更爱读报

发行员故事

订报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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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得状元的王女士满载而归博得状元的王女士满载而归。。

厦门工行
响应金融宣传
“五进入”，聚焦
新市民、“一老
一少”等重点人
群，开展形式多
样的消保宣传
活动。（本报记
者 卢剑豪 摄）

在积极引导消费者提升金
融风险防范能力、树立正确投
资理念、依法理性维权的同时，
厦门工行努力提升重点领域金
融服务水平、加强员工消保培
训，切实推进“共建共享和谐金
融生态”。

据悉，厦门工行贯彻落实“两
全三头”消保工作机制，即“全业
务流程融入消保、全员做消保，以
及源头管控治理、苗头抓早抓
小、主要领导带头”，围绕消费者

“八项基本权利”，将消保工作做
深做细做全。其中，该行持续优
化消保管理机制和制度，实施网
点竞争力提升，增强一线服务消
费者能力；不断加强员工消保培
训，全面增强员工消保工作认

识，提升消保工作水平；深入推
进消费投诉治理，强化消保审查
工作，积极推进投诉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力求及时、精准回应解
决客户诉求；借助工行“融安e
信”“工银智能卫士”等产品和服
务，构筑立体化金融安全防护网，
助力消费者守护“钱袋子”。

下一步，厦门工行将继续积
极主动适应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新形势、新要求，围绕消保宣
教工作标准化与规范化，致力于
打造长效工作机制，加强金融知
识普及教育，提高消费者金融素
养，做深做实重点群体服务，最
大化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有效提振金融消费信心，构建和
谐金融消费环境。

宣传月期间，厦门工行积极
组织“守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活
动，广泛普及银行、保险、证券等
金融知识，不断增强消费者金融
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据介绍，该行通过覆盖全市
公共交通超5000台移动电视播
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
传月”主题短片、“厦门银行业保
险业金融消保驿站综合宣传视
频”，以及厦门工行消保专题视
频，加大宣传频率、提升宣传实
效。各支行网点充分运用厅堂
的阵地宣传优势，在醒目位置摆
放宣传月统一活动海报，循环播
放宣传月主题视频，营造浓厚的
宣传氛围；投放各类金融知识宣
传手册、折页，方便客户取阅；组
织“厅堂微沙龙”，向到店客户宣

传金融知识，现场答疑解惑，分
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个人
金融信息等实用技巧。

同时，该行通过线上线下各
类宣传渠道，积极普及防假识骗
知识，宣传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剖
析典型金融诈骗案例，提高金融
消费者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将风险提示嵌入各项金融业
务服务环节，帮助消费者审慎选
择适配的产品和服务，规范金融
营销宣传行为；有针对性地宣传
普惠保险、养老保险等民生保障
保险产品及政策，以及第三方存
管、银证转账等服务，帮助消费
者了解证券保险金融常识，提升
风险识别应对能力，全方位织密
金融安全防护网。

“和谐·消保”
构建美好金融生态圈33本报记者 苏丽娜

2023“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月”活动（以下简称

“宣传月”）启动以来，
厦门工行深入践行金
融工作的政治性、人
民性，紧扣“汇聚金融
力量 共创美好生活”
主题，创新开展“携
手·消保”“融合·消
保”“和谐·消保”三大
特色活动，大力普及
金融知识，办好为民
实事，切实弘扬金融
正能量，不断增强消
费者金融安全意识和
风险防范能力，展现
厦门工行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金融消
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的新担当、新气象。

普及金融知识 办好为民实事
厦门工行深入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活动，多点发力推进金融消保工作落实落细

9月15日，宣传月活动厦门启动仪式在SM商
圈举行，这也是“携手·消保”特色活动的第一个集
中活动节点，厦门工行作为协办单位，现场精心布
置消保宣传展位、设置趣味互动节目、进行消保主
题文艺表演，帮助市民提升金融素养，增强金融消
费安全意识。

此外，在9月20日“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日、
9月26日“五进入”集中教育宣传日，厦门工行金融
消保宣传人员在全市各地积极开展“消保连通你
我”集中宣传活动。

落实“为民办实事”。厦门工行消保分管副行
长带头开展“消保调研”和“消保接待”工作，自贸试
验区分行、软件园支行等积极响应，纷纷开展“行长
消保接待日”和“消保调研”活动，行长现场接待客
户、高效处理投诉；自贸试验区分行开展现场调研，
推动消保工作举措落地；翔安支行组织存量个人贷
款利率调整专题研讨会，助力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
权益；思明支行联合社区走访高龄老党员，做好金
融反诈宣传；湖里支行慰问社区困难家庭，将金融
知识送上门送入户；鹭江支行、东区支行分别深入
鼓浪屿养老院、伍心连锁养老院，开展老年人反诈

骗宣传，帮助守护“养老钱”。
响应金融宣传“五进入”。包括：“进农村”，杏林

支行依托农村普惠金融点、翔安支行走进翔安区黄
厝村，结合典型案例普及金融知识；“进社区”，自贸
试验区分行携手兴隆社区、集美支行携手侨英街道、
新阳支行携手兴旺社区、吕岭支行深入火炬新科广
场，为居民普及金融知识、提供便民服务；“进校园”，
厦大翔安校区支行、新店支行、城建支行等联动辖内
学校开展“开学第一堂金融课”；“进企业”，厦门工行
各支行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和企业客群特色，开展宣
传活动，助力提升企业金融风险防范能力；“进商
圈”，厦门工行营业部走进中山路商圈，巷南支行、海
天支行走访辖内市场，园山支行走进联发欣悦里广
场，城建支行深入明发商业广场，嘉华里支行走访长
青路商圈等，广泛普及各类金融知识，提高商户的金
融安全意识和对金融违法行为的防范能力。

此外，厦门工行携手厦门日报社策划了“党报
进社区 工行伴您行”宣传活动，在万景社区、金榜
山社区、深田社区、同安区大唐世家三期开展专场
宣传，聚焦新市民、“一老一少”等重点人群，全面提
升公众参与度和认可度。

厦门工行组织青少年走进
网点，近距离了解银行功能，学
习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

（厦门工行 供图）

“携手·消保” 扩大金融宣传覆盖面11

“融合·消保”
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