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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存款保险知识
保障群众资金安全

为切实维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充
分利用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自己的资金安
全，自进入2020年9月以来，中原银行商
丘分行按照人民银行商丘市中心支行、
商丘市银保监分局的要求，积极开展了

“金融知识进万家,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
活动，并在宣传过程中，对《存款保险条
例》的内容进行了重点普及，以切实提高
社会公众金融素养，有效防范和化解金
融风险。

为做好这次金融知识普及工作，中
原银行商丘分行提前印制了宣传海报、
折页等物品分发到各营业网点，并在门
头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放“银行存款有
保障，存款保险来护航”等宣传内容，
同时充分利用微信、网站、短信等新媒
体向社会公众普及金融知识。

◆存款保费的缴纳人是金
融机构

存款保险的保费由投保的银行业金
融机构交纳，存款人不需要交纳。存款
保险作为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一部分，其
资金来源主要是金融机构按规定交纳的
保费。提醒社会公众不要受“您的存款
需要交纳保险费用”等电话、短信、微信
通知等诈骗信息的误导，向指定账户转
入款项。银行工作人员更不会通知存款
人交纳存款保险费，凡属以上内容的信
息均为诈骗信息，存款人切不可轻信，造
成资金损失。

◆50万元最高偿付限额是
怎么确定的，偿付限额以上的存
款是不是就没有安全保障了

《存款保险条例》规定的50万元的最
高偿付限额，是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
方面根据我国的存款规模、结构等因素，
并考虑我国居民储蓄意愿较强、储蓄存
款承担一定社会保障功能的实际情况，

经反复测算后提出的，能够为 99.63%的
存款人提供全额保护。同时，这个限额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将根据经济发展、存
款结构变化、金融风险状况等因素，经国
务院批准后适时调整。

同时，中原银行商丘分行在宣传中
重点说明：实行限额偿付，并不意味着限
额以上存款就没有安全保障了。按照条
例的规定，存款保险基金可以用于向存
款人偿付被保险存款，也可以用于支持
其他投保机构对有问题的投保机构进行
收购或者风险处置。一旦存款机构在经
营管理上出现问题，多数情况下是先使
用存款保险基金支持其他合格的投保机
构对出现问题的投保机构进行接管或接
收，收购或者承接其业务、资产、负债，使
存款人的存款转移到其他合格的投保机
构，继续得到全面保障。确实无法由其
他投保机构收购、承接的，才按照最高偿
付限额直接偿付被保险存款。此外，超
过最高偿付限额的存款，还可以依法从
投保机构清算财产中受偿。

◆在什么情况下存款人有
权要求偿付被保险存款

在什么情况下存款人有权要求偿付
被保险存款，对于保障存款人利益非常
重要，也是存款人十分关心的问题。为
此，《存款保险条例》从法律制度上明确
规定了存款人有权要求存款保险基金管
理机构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偿付被保险存
款的情形：一是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
担任投保机构的接管组织；二是存款保
险基金管理机构实施被撤销投保机构的
清算；三是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投保机
构的破产申请；四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
他情形。为了保障存款人及时获得偿
付，条例还明确规定，存款保险基金管理
机构应当在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7个工
作日内足额偿付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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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手段花样繁多
老年群体要看清楚

如今的老年人对养生越来越重视，
对投资理财也有着广泛需求，不法分子
便认准了老人警惕性不高、辨别能力有
限、自我防范意识薄弱，将诈骗“枪口”
瞄向了老年人群，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揭
秘针对老年人的花样骗术。

◆保健养生诈骗
诈骗手法：不法分子欺骗老人的主

要道具是“真心”和耐心。他们以爱心
助老组织、VIP体检等活动的名义打电
话，邀请老年人参加免费保健和义诊，
然后让所谓的“专家”在现场进行保健
养生讲座，夸大保健品效果，从而高价
推销各类保健药品，销售假药，销售“秘
制神药”。

温馨提示：保健品没有治病的功
能，一定不能相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
药，如果患有疾病，要主动到医院就医，
避免贻误治疗良机。中老年人遇到推
销保健品的情况，一定要警醒，主动与
子女或亲朋好友沟通，要保存相关单据
以及快递单，以便在查证受骗后及时向
公安机关提供。

◆投资理财诈骗
诈骗手法：老年人群眼看毕生积蓄

贬值，与社会脱节的他们难免惊慌，不
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想攒养老钱的心理，
虚构“投资项目”到处宣传，或以短期租
赁的写字楼增加真实度，接待老年人进
行投资，以消费返本复利、投资收藏品、
网络理财等高额利息诱惑老年人，一旦
老年人投入大量资金，写字楼就会人去
楼空。

温馨提示：不要贪小便宜、不要相
信高额回报，高收益的背后常常是与高
风险挂钩。如果有人说，他们的理财项
目收益高、风险低，就一定要提高警惕；
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进行投资时，不
要盲目从众，不要贪利以防陷入更大的
骗局。

◆电信诈骗
诈骗手法：不法分子选定的目标多

为子女都在外地的小康家庭的空巢老
人，打电话冒充公检法称子女犯罪、出
车祸需要救治或虚构中奖、电话推销
等，由于老人防范意识弱且爱子心切，
就会把钱汇到指定的账户，等到查明事
实才意识到被骗。

温馨提示：老年人对陌生人及陌生
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轻信、不贪小
利、不拨打短信息中的陌生电话；不要
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不要泄露个人信
息，特别是银行卡信息。谨防诈骗陷
阱，发觉被骗要及时报警。

◆高薪诈骗
诈骗手法：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不

服老、盼成功的心理，向老年人发送月
薪丰厚的职位信息，如“恭喜你被选
为××老年协会形象大使”。且会有一位
自称是相关负责人的工作人员不断夸
赞游说。为了领取高额酬劳，老人便陆
续缴纳“手续费”“保险费”等，费用到手
后“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却再也联系不
上了。

温馨提示：天上掉馅饼，地上有陷
阱，收到该类信息要及时与家人商量，
确保信息的真实度，不要向陌生人汇
款、转账。

◆社保卡诈骗
诈骗手法：老年人将社保卡升级

后，退休金都是直接打到社保卡账户里
面。不法分子以社保卡到期、停用、被
盗刷、出现异常等理由，索取身份证号、
社保卡号、姓名、密码等个人信息，或要
求向指定账户汇款缴纳手续费。

温馨提示：妥善保管好社保卡，不
要向他人转借您的社保卡，不要轻信陌
生电话、短信，不要泄露个人社保卡号、
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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