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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瑞银行反诈在行动

你以为天上掉的
“馅饼”可能是个“陷
阱”，与“瑞小智”一起
擦亮眼睛，避免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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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开立存
款证明

●   万元以内受
国家存款保险保障

● 不满三年也可
转让，根据历史数
据，平均  小时内
可以转让成功

微信扫码添加华瑞银行客户经理企业
微信，或拨打银行官方客服电话 咨
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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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先生（化名）在手机上收到了

一条贷款链接短信，D先生抱着试试

的心态，根据链接下载了贷款软件

“闪银”。注册账号后，对方工作人员

以注册信息错误、解冻账户为由要求

D先生汇款。于是D先生通过手机

银行   分两次将     元和     

元转账到对方指定银行卡上，后对方

称需要开通会员才可以提现，D先生

给对方提供的账户中又转入了     

元，但再次显示提现失败，对方又称

款项被冻结，要求D先生继续转账，D

先生发觉被骗，遂报警，共计被骗

     元。

“瑞小智”提醒

哪怕急着用钱，也不要看到“无

需抵押”“当日放款”“马上给钱”的宣

传就申请贷款。在不法分子的贷款

圈套里，“客服人员”“审核员”层层设

套；平台费、保险费、解冻费、验证费，

道道手续。小心贷款贷不成，反倒越

贷越穷。有几件事需要特别注意：

● 贷款并不需要交保证金、做银行流水账，一旦

遇上了，一定是假的。

●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动态验证码

提供给陌生人。

● 不要随意在网络上申请贷款，不要随便在网

络上提供个人信息。

● 若需要贷款请到银行或正规信贷机构。

● 树立正确消费观，适度消费。在消费能力的

前提下，从实际需求出发，不要情绪化消费，避免攀比

心理和一时冲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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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华瑞福鹿”印
章，可扫左方二维
码，兑换惊喜

一头连着居民的充电需求，一头连到“一

网统管”平台，用数字化平台“眼观八方”保一

方平安。昨天，浦东新区张江镇香楠小区居

民陆勤骑电动车回家，在楼栋附近的社区便

民充电站停好车。“只要扫码就能充电，4个小

时0.5元，比在家充电还便宜，安心又省钱！”

原来，为有效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

痛点难点，张江镇立足社区、街区、商区、园

区、农村地区“五区”场景需求和特点，通过内

部挖潜等方式，统筹布局电动自行车充换电

数字治理全景模式。

“过去充电的车库离我住的楼栋远，要走

10分钟左右。难免有居民不自觉把电动车

停到屋里充电，或者从楼上拉根线下来‘飞

线’充电，很危险。”陆勤说，有了社区便民充

电站很方便，还避免了火灾的隐患。原来充

四五小时电约1元钱，现在价钱便宜一半，而

且充电站还有探头，万一有碰擦，探头都能查

到，“感谢政府考虑得很周到，为居民做了件

好事情”。

为了推进这件实事工程，张江镇组建多

部门全面协同的工作专班，同居委、物业、专

业第三方等力量，对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充电

需求、相关设施配置等情况深入排摸调研。

“除了常规了解的情况，我们还在凌晨1时

多、上下班高峰期等时间段到小区出入口清

点电动车数量，由业委会、物业、物业三方确

认后，按照实际电动车数量按比例建设充电

站。”香楠小区居民区负责人介绍，比如，在香

楠小区，如果楼下公共空间足够，就新建膜结

构停车棚；如空间狭小，则加装内置充电端口

的“蘑菇桩”。此外，还在充电端口周边配套

建设监控、干粉灭火器、烟感等设施设备。

目前，张江镇对辖区27个老旧小区的充

电端口建设，以3比1的配比政策倾斜，以应

对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更高的现状。

通过政企合作，市民在新建充电端口每天可

以享受1次5折充电的优惠——即0.5元充4

个小时。以普通家庭2辆电动自行车每天平

均充电4小时测算，预计每户每月节省30到

90元。

满足居民充电需求的同时，张江镇通过

强化数字建设，在“管理+治理”上求实效、保

安全。记者了解到，开发上线的“张江镇电动

自行车充电设施集中管理系统”，将充电桩、消

防设施、监控、烟感设备等数据信息，实时上报

城运中心“一网统管”平台，工作人员可实时查

看各端口运行状态和能耗情况，及时掌握情

况，快速闭环处理过充、过载等工单事件。

据介绍，系统一旦检测到违规使用情况，

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并自动发送警示短信

至相关注册用户手机号，及时制止不安全行

为。同时，相关信息同步接入消防系统预警平

台，并作为消防部门日常管理的工作依据，确保

异常报警信息及时发送、及时处置。

据了解，系统上线三个月以来，已纳管充

电桩端口数4307个，收集到60伏及以上大功

率电动自行车充电警告工单7123起，已全部

作了告知警示，并完成闭环处置。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张
江
镇

近日，长宁区中五居民区三泾南宅小区

37号楼的居民袁芳解决了一件“心头事”。

作为37号楼的加梯工作牵头人，自2017年

10月开始筹建起，她便为这部电梯日日挂

心：“电梯一有问题，居民就在群里找我协调

解决。”如今，37号楼的电梯维保找到“归

宿”，也还给了袁芳一片“清净”：“终于不用再

为这部电梯操心了！”

三泾南宅小区建于1995年，共有46个门

洞，房屋楼层以7层居多，70岁以上居民数占

比20%以上，上下楼出行不便。作为长宁区

加装电梯的“首发地”，2015年起，该小区的

加梯工作推进得有条不紊，19部电梯在小区

陆续建成，还有2部在建，但后续的维保难题

却日益凸显。“小区加梯存在电梯品牌繁杂、

维保年限不同、管理模式多样、广告投放混

乱、托管双方供需矛盾、托管费用再次集资困

难等问题。”中五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效洁

说：“居民们提出统一电梯品牌、经济加持、健

全制度和专业人员支撑等多方诉求，同时希

望缓解加梯工作小组的压力。”

今年4月，“美好社区先锋行动”项目启

动以来，周家桥街道联动居民区、社区物业、

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聚焦“后加梯时代”的

难点痛点，探索加梯维保方案，并将解题思路

锁定在“智能化”“数字化”方向上。

此时，一家名叫中国大地财险（简称“大

地保险”）的保险公司步入大家的视野，它拥

有“保险+智慧管理+专业服务”模式，提供

“保养、保修、保险”电梯终身数字化管理，包

含使用管理、维护保养、检验检测等综合服

务，加大对电梯全生命周期运营的支持，并已

在上海成功推行了4年。

经过实地调研走访与多轮沟通协商，今

年9月，面临加装电梯维保到期问题的三泾

南宅小区37号楼与大地保险签订“保险+维

保”13年数字化管理，成为了第一个“吃螃

蟹”的楼栋。

“我今年68岁了，之前管理电梯相关事

务已有些力不从心。自从大地保险接管后，

37号楼的居民都放心了！”袁芳介绍，两年

前，37号楼与小区的物业签了2年的托管合

约。但在这种模式下，紧急按铃经常无人应

答，一月两次的电梯维护检查项目多达二三

十项。如今，大地保险一方面携手拥有电梯

专业维保资质的新长宁城运中心，另一方面

委托梯虎加梯作为电梯使用管理主体，实

现了维保与管理的双翼齐飞。袁芳观察

到，电梯里不仅安装24小时监控，确保居

民的用梯安全，而且只要在电梯内点击紧

急按铃，立马会收到回应。如若电梯遇到

故障，大地保险会及时派人检修，更换零件

等都会经过严格把关，“专业的事交给专业

的人来做”。

三泾南宅小区37号楼加装电梯维保的

创新做法，意味着迈出了加梯终身维保模式

的第一步。下一步，周家桥街道将推动加装

电梯“保险+维保”模式的推广复制，打造加梯

后期维保新范本。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五区”统筹布局
电动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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