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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防诈“火眼金睛”

“我身在海外，遇到一点麻烦，能不能把

我的财产给你保管！”“朋友，请你帮帮我，我

马上就要回国了。”近日，市民陈阿姨连续两

天来到上海银行江川路支行，想要给“外国网

友”转账，帮助对方渡过难关。

在上海银行网点，陈阿姨要求办理8万

元定期提前销户并转账。由于金额较大且涉

及提前支取，银行工作人员当即仔细了解情

况。原来，不久前陈阿姨在网上认识了一个

“朋友”，聊天后发现非常投缘，并以兄妹相

称。这位“兄长”在国外当兵，有一笔外汇和

一些贵重物品要快递给陈阿姨，请她帮忙保

管。该笔汇款用于支付快递费，但实际收款

人并非这位“兄长”，而是另有其人。

这一情况顿时引起网点工作人员警觉。

经陈阿姨同意，工作人员浏览了聊天记录，发现

“兄长”的聊天头像、言语等较为可疑，随即向闵

行公安分局碧江路派出所报警。同时，网点工

作人员协助客户关闭了手机Facetime功能。

民警接报来到现场后，与网点工作人员

共同对客户进行了反诈教育，及时避免了陈

阿姨的资金损失。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次日，陈阿姨再次来

到网点，表示妹妹生了龙凤胎，要转6000元

红包，并坚称这次不是电信诈骗，还主动拿出

与“妹夫”的聊天记录。

“敏感”的网点工作人员发现，这位“妹

夫”的头像也是个外国帅哥，其聊天的语气更

是让人疑点重重，甚至教唆陈阿姨不要和银行

工作人员过多交流，就说家里女儿要交学费。

网点怀疑，陈阿姨是被诈骗团伙用多个QQ账

号轮番诈骗，当即再次进行劝说并报警。

至此，网点累计帮陈阿姨成功拦截8.6万

元电信诈骗资金。如梦初醒的陈阿姨也惊

呼，如此多的破绽竟都被自己忽略了。她连

连感谢上海银行，为自己时刻守牢“钱袋子”，

更是特地写信表达谢意。

上海银行网点员工“火眼金睛”识骗的本

事是如何练就的？“之前，分行专门邀请反诈

专家黄奕警官开展专题培训‘以案说法’，黄

警官提及的诈骗实例对本次反诈事件的快速

识别和拦截起到了重要作用。”该网点表示，

平时的培训学习必不可少，此外还有对老年

客户服务时的用心与关心，已经让“反诈”成

为日常服务的一部分。

上海银行市南分行辖内各网点成功堵截

多起电信诈骗，已累计为客户拦截资金近500

万元，做到了“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守护好钱

袋子”，得到客户及区反诈专班的充分肯定。

美好生活工作室玩起“剧本杀”

除了发放宣传折页、普及金融知识教育、

讲解时下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例等多种宣教

方式，上海银行还玩起“剧本杀”，用创新的活

动，帮助老年居民筑牢反诈防火墙。

前不久，上海银行长宁支行再出“新招”，

与周边对口的3个街道，开展多场《防范金融

诈骗》剧本杀活动。结合时下“时髦”的娱乐

方式和新型电诈案例，让老年居民通过角色

扮演、剧情演绎的方式，沉浸式体验“被骗”的

陷阱和套路，绕过反诈意识深入人心。

导银志愿者日常宣教“1+1”

上海银行以“美好生活工作室”进社区服

务为落脚点，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月，进一步践

行金融为民服务宗旨。为守护好银发一族的

“钱袋子”，扩大老年人反诈“知识网”，网点积

极下沉社区，将“反诈课堂”送到家门口。

围绕银发一族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案件频

发的风险焦点，上海银行制作反诈提示，把防

诈知识总结成简单好记的口诀，制作成生动

有趣的长图、视频和知识课件等，方便老年人

理解，提高宣教精准度。

与此同时，还将风险提醒融入服务规范，

导银志愿者日常落实“1+1”宣教动作——通过

一张反诈折页，一句防范提醒，让消保宣教不

停歇。

在各种宣教活动中，老人们联系生活中

时常接到的电话、短信等“吃不准”的情况互

动提问，增加反诈知识。

目前，上海银行“美好生活”工作室在申

城已有百家。除了金融知识和反诈宣教安

排，工作室还借助手机银行、pad银行、云网点

等数字金融手段，让老年客户在“美好生活工

作室”即可办理包括密码挂失、大额存单、理

财产品购买等各类业务，努力为广大老年客

户获取金融+非金融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

真正实现“服务到家”。

作为服务上海逾500万老年客户的金融
国企，上海银行通过专门设施、专属产品、专
享服务、专业队伍“四专”适老特色服务，传递
“贴心、舒心、放心、开心、暖心“五心”体验；并
持续宣导金融政策、提示金融风险，推进行业
诚信文化建设，增强人民群众金融服务的便
利性、可得性和获得感。

玩“剧本杀”宣教反诈 用心守护“银发族”

上海银行美好生活工作室服务再创新
玩“剧本杀”学反诈知识、导银志

愿者“1+1”宣教、网点“火眼金睛”拦
截诈骗……上海银行依托“美好生活
工作室”，积极下沉社区，将“反诈课
堂”送到家门口，用心守护“银发族”
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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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有个只招硕士

研究生的书法篆刻专业，开办了

整整十年。昨天下午，历届毕业生

代表和沪上的篆刻名家、篆刻发烧

友汇聚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吾道含

章——华东师范大学书法篆刻办学

十年作品展”的开幕式更像是一场

学术研讨会，展示着这个“冷门”专

业所散发出的热度。

“我的女儿才8个月，但我以

后肯定会亲手教她篆刻，让她也

把这项中国传统文化技艺传承下

去。”2018年，林麟从泉州师范学

院书法学本科毕业，考入华东师

大美术学院专攻书法篆刻。她

说：“我现在是厦门一所中学的书

法教师，除了教学生们写字，我还

会向他们介绍篆刻艺术。他们听

我讲课、看我的篆刻作品，常常会

表现得很入迷。遗憾的是，篆刻

在广大青少年中还比较冷门，主

要原因不是他们不喜欢，而是家

长们过于‘小心’了，毕竟这是一

门要用工具刀才能完成的艺术，

家长很怕孩子弄伤了手指头。”

一边是家长的“怕这怕那”，

一边是华东师大美术学院有一群

从事篆刻教育的执着者。张索教

授是书法系主任，也是书法篆刻专

业的领路人，他为这次的十年作品

展倾注了很大心血。“十年了，我们

的硕士毕业生在教育系统就业比

例达68%，其中高校29人、中学5

人、小学（含少年宫）41人。”

“张索教授的为学、为师、为

人，也像篆刻艺术般牢牢印刻在

了我们学生心中。”2020届毕业生

黄贤志说，永远也忘不了求学日

子里打下的扎实基本功。用毛笔

写学习日记，用篆刻完成每一天

的作业，这是投到张教授门下必

须遵守的第一条规矩。而到了毕

业那天，很多同学会晒出三年里

积累下来的一厚叠作业，大家都

将它称为是特别珍贵的“童子

功”。在张索看来，教育必须激发

学生的兴趣，鼓励他们执着于

此。他说：“每个学生天赋秉性不

同，但人人都是千里马，具有无穷

的潜力。老师必须成为伯乐，为

他们提供成才的条件。”

“我们不是只会写字、刻字的

‘字匠’。”“中国的书法篆刻本身

就是一门顶流的传统艺术。”展览

会现场，很多从这个专业出来的

人反复表达着相同的观点。

150余位师生的300多件作

品集中展示，其中的48方印章特

别引人注目，与会的业内大咖评

价，它们将华东师大书法篆刻专

业追求的“书印兼善”“文书俱佳”

教学理念展现得十分透彻。

本报记者 王蔚

“新时代·好记者”上海高校行开启。昨天，8位优秀记

者走进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别举行了专场报告会。

新时代的好记者是什么标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研一学生赵冰琪同学听完报告会后深有感触：“以前认

为记者是一份职业，就是报道新闻。但听了前辈们充

满激情的一个个故事后，感觉好记者更应是社会工作

者，他们观察社会、服务社会，甚至能用手中的笔改变

世界。”

最让赵冰琪感动的是山西广播电视台记者陈湘的

故事。陈湘采访中遇到一对盲人兄弟，他们最渴望的

是读书。每次遇到放学的学生，就会提出请求，“背诵

一段课文吧”。渐渐地，兄弟俩居然能够背下无数篇课

本文章。小时候为了挣脱黑暗，兄弟俩居然用火柴点

起一把火，“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书了”，但险些酿成大

祸。盲人兄弟的故事，让陈湘致力于为盲人服务的事

业，在她的努力下，山西首套音频课本面世。

复旦报告会的交流环节，有同学提问：现在有了人

工智能，有了ChatGPT，是否意味着记者这个职业就不

再需要了？得到的答复是，新闻是有温度的、有人情味

的，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研一学生彭晶说，以前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有些

迷茫，现在则坚定媒体人的职业方向。

让彭晶印象深刻的是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

心杨川源的一次采访经历。杨川源来到浙江少数民族

畲族居住地，发现一张30年前的照片，照片上两名扮作

新娘的畲族少女满脸愁容。杨川源找到了原因：“当时

当地穷啊。”她找到这两名女子，再看她们30年后的照

片，其中一人已是中年，却散发出发自内心的笑容。两

张照片对比，折射出中国农村3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彭晶说，自己学到了从细微之处，如何捕捉正能量新闻

的本领，来自现场的老百姓故事真的打动人。

上海交通大学报告会现场，人民日报记者左潇展

示了多个新媒体创意产品，让在座同学惊艳不已。“时

光博物馆”里面摆放着老家具、老物件，让每一个参与

者感受到国家发展；“我给宇航员写封信”，让千千万万

的中小学生与天空中的宇航员共振。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李梦迪

说，自媒体时代，专业化的深度报道依然是媒体的独特

优势，需要主流媒体和传统媒体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内

容优势，坚持内容为王。新闻是可以通过有温度的、切

实的报道来推动社会点滴进步的。这是记者之道、好

记者之道。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易蓉

华东师大书法篆刻专业办学十年“冷门”受热捧

不是培养“字匠”
是传承顶流艺术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