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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胜相见，手机银行连接美好生活

    随着金融科技的
快速发展， 广大市民
存取款、 支付结算和
理财方式均发生了改
变。 手机银行等新型
金融工具的出现使金
融服务环境得到转
变， 逐步实现从 “临
柜”到“离柜”，从“线
下”到“线上”。 手机银
行已经如 “润物细无
声” 般融入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 无论是金
融还是非金融需求，

只需轻点指尖， 都能
轻松解决， 好似为老
百姓插上了 “智慧翅
膀”。

科技赋能
办理业务快了

王先生是建行的老客户了，以
前去银行办业务，有“两大怕”。一

怕排长队，每次在银行大厅看见那
乌泱泱的人群，就感到头大，即使

业务紧急也是毫无办法，只能干巴

巴地着急。二是怕忘带证件，来到

银行，一翻钱包，发现银行卡或者

身份证没有带齐，只能无奈返回，
第二天再来，有时候是真的挺耽误

事情的。
现在有了建行手机银行在线取

号功能，王先生再也不用苦恼排队

了，且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插队”！
去网点前，先通过手机银行实时查

询各个网点的客流情况，选择人流
少的网点直接在线取号。等快要叫

到号的时候再笃定地前往网点，免
去冗长的排队等候时间。新上线的

无介质扫码办“黑科技”，即便忘了

带实体银行卡，通过手机银行扫描
智慧柜员机上的二维码或出示手机

银行账户二维码，依然可以办理业
务。对于建行的这些“黑科技”，王先
生不禁感叹：“如今真是一部手机走

遍天下，没想到不带银行卡也能办
业务，建行真是为老百姓着想，省时

省力，安全放心！”

约惠魔都
“医食住行”全了

“对于我来说，建行手机银行
不仅是转账理财、生活缴费、信用

卡还款等金融工具，更是一种提升
生活品质的好帮手。”作为一名年

轻白领，建行手机银行成为了李女
士平衡繁忙工作和生活琐事的“最

佳助攻”。

紧凑的工作时间里，她早已习

惯根据建行手机银行的“悦生活”
办理水费、电费、物业费等各类缴

费，而对于孩子学费缴纳、日常购
物、商旅出行等生活服务，建行手

机银行也能一键搞定，方便她节省
下更多时间去享受生活。

建设银行秉承共享惠民的服务

理念，聚焦用户各类日常生活需求，
引入不同行业优质商户入驻手机银

行，打造丰富便捷的“移动生态圈”，
为用户提供话费充值、生活缴费、出

行购物、娱乐休闲、法律咨询等，涵
盖了“医食住行娱”等各方面的生活

服务。结合各地特色，建行手机银行
还开通公积金查询、无感停车、电子

医保凭证、个人信用报告、维修基金
查询等功能，切实解决百姓便民服

务需求的难点痛点。
除了便捷的民生服务，建行手

机银行还推出了各种丰富的优惠
活动。颇受欢迎的“约惠魔都”就是

建行上海分行精心打造的一站式
“福利活动”平台。用户可以参与

“签到领消费金”、“话费 95 折”、
“12 点 1 折抢”、“周五五折购”、

“魔都会员日”等特惠权益活动。

想你所想
线上盖章成了

张先生刚买了一套房，在办理

贷款审批手续时，银行需要他提供

一份加盖银行公章的近三年活期
账户明细作为申请材料。疫情期

间，张先生不愿意到网点“扎堆”，
但又不能耽误贷款审批，有没有其

他解决办法呢？
像往常一样，张先生拨通了他

在建行的客户经理吴先生的电话。

吴经理告诉张先生，最近建行手机
银行新上线了个人活期账户明细

申请功能，可在线申请加盖建行电
子章的近五年活期账户明细，可发

送到任意个人邮箱，并且邮件是加
密的，密码只能通过手机银行进行

查询。这样既保障了客户的账户安
全隐私，又省去了客户到网点打印

流水的不便。
在吴经理的指导下，李先生

在线申请活期账户明细，短短
几分钟，就收到了加盖建行电

子章的账户明细。对于如此“黑
科技”，李先生连连称赞：“原本

以为带章明细只能到网点申请
的，没想到线上就能办理，而且

兼顾了安全和便捷。建行真是
想客户所想，疫情期间，让老百

姓足不出户也能办理银行业
务！”。

除了借记卡活期账户明细外，
手机银行还能办理三年内的信用

卡账户明细申请、借记卡持有证明
申请等，满足了客户线上无接触式

办理银行业务的需求。

处处温暖
沟通障碍没了

刘先生是一位视障人士，以前
经常来建行网点办理业务，是网点

的老熟人了。但是最近这位老熟人
不怎么出现在网点，是什么让他

“远离”了建行呢？

原来，建行对个人手机银行
APP进行了升级，在国有大行中首

家推出信息无障碍服务，可支持手
机系统读屏软件对页面元素进行

朗读，帮助视障用户了解和使用各
项功能及服务。同时，利用智能语

音识别、智能语义理解以及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辅以生物识别技术，
让视障客户可以通过语音交互的

方式全流程办理业务。
有了手机银行这个好帮手之

后，刘先生就可以在家查询账户、

转账和购买理财了，同时还可以与
智能班克进行语音交流，获知各类

金融咨询与服务。
建行一直致力于为人民创造美

好生活，通过信息无障碍等升级改造
赋能百姓、服务社会，让上千万视障群

体也可以平等获取信息、享受银行服
务。为视障客户带来更贴心、更温暖的

服务，并将积极参与起草相关标准，力
争在国内率先推出手机银行信息无障

碍标准，成为行业标准领跑者。

·广告

▲ 顾玉东院士(右二)在

查房 华山医院 供图

▲ 顾玉东院士的行医

准则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最美医生”顾玉东说———

听党的话 学白求恩 做好医生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大

脑会思考，双手去创造。”这是我国
著名手外科、显微外科专家、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主任、中国
工程院院士顾玉东引用得最多的一

句民间俗语。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
现膈神经能够“移位”替代臂丛肌皮

神经，使完全瘫痪的上肢重新恢复

屈肘功能的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
证实可以采用伤者健康一侧手臂

“颈 7神经”修复患肢的运动功能和
感觉功能，让中国臂丛神经损伤治

疗走到全球前列的人。
自 1966年参与完成世界上第

一例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手术
起，顾玉东便与“手”结下不解之缘，

他先后揽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6

项、国家发明奖 2项。今天是第四个

中国医师节，作为中宣部和国家卫
健委评选出的“最美医生”，顾玉东

手写 12字“感言”，亦可概括他半个
多世纪的从医生涯———听党的话，

学白求恩，做好医生。

5年攻克血管变异难题
顾玉东 1961年从上海第一医

学院毕业后，一心想当心内科医生。

想不到被分配到华山医院骨科，更
确切地说，是骨科的一个新分

支———手外科。
优秀的人，不论做什么都优秀。

1966 年 2 月 13 日，顾玉东参与

完成导师杨东岳医生主持的世界第
一例足趾移植手术。此后的 15 年

里他们共为 100 名失去手指的患

者进行了足趾移植，其中 93 例成

功，7 例失败。
顾玉东总是提到一个失败的病

例，也是 7例失败中的最后一例。19
岁女孩被机器轧烂了拇指，她带着

希望从千里之外来到华山医院。顾
玉东为她做了手术，可是手术过程

中发现她的足背动脉和进入第二趾

的血管都非常细，不足 1毫米，风险
很大。术后新造的大拇指每况愈下，

最后由红色变成了黑色。虽然家属
一再表示理解，顾玉东却无法原谅

自己。他扶着女孩走出医院，一路送
到了十六铺码头。

此后，顾玉东努力钻研，历时 5

年的分析研究，首创了“第二套供血

系统”，终于攻克了血管变异的难
题，此后，华山医院手外科的足趾游

离移植再造拇指手术，没有失败过。

首创“健侧颈7移位术”

“臂丛神经是什么呢？联络手和
脑这两件‘宝’的就是它。5根神经

分叉、汇合于颈部和胸部，大脑发出
的指令通过它们传达到灵活的双

手，由此创造出文明。”顾玉东介绍
起自己的研究领域，生动有趣。

上世纪 60年代前，因头、手之

间受猛烈冲撞或过度牵拉而造成的
臂丛损伤一直是个治疗“禁区”。失

去神经支配的“上肢瘫痪”是不治之
症。随着显微外科的兴起，各国医生

开始设想从患者受伤的上肢寻找一
些受影响较小的“多余”神经来代替

受损的臂丛神经发挥作用。顾玉东
他们选择了膈神经。

1986年，顾玉东遇到了一位因
车祸致上肢功能丧失的小伙子，他

一侧的臂丛神经发生了根性撕脱断

裂，与中枢神经彻底分离，这在当时
难以治愈。顾玉东检查后发现，患者

患侧膈神经、副神经和颈丛神经全
部受到损伤，没有“多余”的神经了，

也就是说，当时所有 4 组神经移植
法对他都不适合。

臂丛神经由颈 5-8 和胸 1 五

根神经组成，其分支主要分布于人
体的双侧上肢，负责支配上肢、肩背

和胸部的感觉运动功能。“我做手术
有个习惯，除了写病史和手术记录，

每完成一台手术都会做一个卡片，
记录病人不同于手术常规的特殊情

况。”顾玉东翻看了 24年来积累的

1000 多个病例登记卡总结的臂丛
神经损伤治疗经验，发现了一个特

殊现象，颈 5、颈 6、颈 8和胸 1的断
裂都会影响肢体功能，单纯颈 7神

经的断裂不会有肢体功能障碍的症
状。“如果把病人‘好手’侧的颈 7

‘搬’到‘坏手’一侧，那么‘坏手’就

可以重新恢复功能。可行吗？”
基于这一思路，顾玉东在国际

上首创“健侧颈 7移位术”，在周密
的准备下，经过 10个小时的显微手

术，顾玉东终于顺利完成这一史无

前例的手术。第二天，顾玉东早早地

来到病房，检查发现患者健侧上肢
除两个指尖有些麻木外，活动自如。
顾玉东的学生徐文东教授以及

团队还发现，通过手术将健康侧的
颈神经移至瘫痪侧的颈神经，让偏

瘫上肢与同侧健康大脑半球相连

接，以此激发健康大脑半球的潜能，

在支配对侧健康上肢的同时也支配

同侧的瘫痪上肢。这项成果刊登于
顶尖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徐文东教授说，这正是基于老
师顾玉东 30多年前国际首创“颈 7

移植”的新拓展。

八旬老院士还有医学梦
上月，由顾玉东倡议发起的中

国手博物馆落户江西南昌，他说自

己做了 40多年的梦，终于实现了。
1980年初，他在瑞士参观完手博物

馆后，一直梦想着在中国建立一座
手博物馆，传播手的文化，弘扬手外

科精神。如今，梦想成真，并不代表

学术上的探索也终结了。他说，手外
科还面临着一个难题：由于神经生

长速度很慢，移植手术后，一条瘫痪
的手臂要完全恢复知觉，大约需要

两年时间，而到那时，手部的 19块
肌肉早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萎缩，

病人再也不能做出精细灵巧的动作
了。因此，恢复和重建手内部肌的功

能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
年逾 80的顾玉东，既追求每个

手术“零”失败，又追求学术上每个
“零”的突破。他用手比划出一个

“零”，这个动作所用的就是手内部
肌功能。他说，“对臂丛神经损伤患

者而言，我们尚不能使他们重新获
得一双功能健全的手。我的所有成

果加在一起，还没有做到这个‘零’，
希望我的学生，希望一代一代后来

人，为手内部肌而奋斗！”
首席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