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

深入普及金融知识
重点关注农村人口

为持续推动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普
及工作，引导广大金融消费者弘扬金融
正能量，加强金融消费者防范金融风险
的能力和正确使用金融服务的意识，商
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辖内各支行采取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方式，深入
社区、学校、企业、农村，全面扎实做好
各项宣传工作。

高度重视，精心筹备，确保活动有
序开展。为确保此次“金融知识普及
月，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宣传工作顺
利有序开展，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迅
速行动，详细制订了活动方案，及时召
开了辖内各支行行长及部门负责人启
动会，部署相关工作。此外，该行充分
准备了金融知识普及月所需的各种宣
传资料，并根据不同的宣传普及内容，
制定多项具体实施措施，采取多种形
式，深入社区、学校、企业、乡镇开展宣
传工作。

认真落实，深入群众，拓展金融宣
传覆盖面。在宣传活动中，该行本着整
合资源、厉行节约、务求实效的原则，深
入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企
业、进乡镇等系列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切实把金融知识普及落到实处，务必让
金融知识深入到百姓心中。

9月1日上午，该行在总行营业部门
口开展金融知识集中宣传活动，拉开了
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的序幕。活动现
场，宣传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折页，接
收群众金融知识咨询，向群众讲解非法
集资、个人征信、客户理财等金融知识，
解答银行卡、ATM机、手机银行等业务
疑问，并提示反洗钱、反假币、反诈骗等
金融风险。短短的 3个小时内，共发放
各类宣传资料5000余份，接受金融知识
询问近1000人次，收到了群众的热烈欢
迎和积极响应，取得了良好效果，为该
行各项金融知识宣传夯实了基础。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提升金融宣
传效果。该行辖内 76家营业网点制作
了以电子银行、电子自助设备、银行卡

使用攻略、利率政策、打击制贩假币、非
法集资和防范诈骗、理财知识等为主要
宣传内容的LED显示屏和宣传横幅，并
在网点放置了宣传海报、宣传折页，加
大宣传力度。9月7日，该行相关工作人
员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开展金融知识
进校园宣传活动，针对刚入学的大学生
介绍了反洗钱、反假币、反诈骗和防范
校园诈骗犯罪等方面的知识，现场发放
专题宣传折页 200多份。与此同时，该
行辖内其他支行网点深入乔庄社区、古
宋乡、闫集乡等地，就各自的日常业务、
收费标准等向村镇居民进行金融知识
普及。

此外，针对农村客户群体以老年人
居多，而老年人金融知识又匮乏，容易
受到非法理财、贷款公司以及网络诈骗
诱惑的特点，辖内农村网点重点向老年
客户宣传防范知识，让他们增强防范意
识，同时提醒他们要保管好账号、密码，
提高安全意识，告诫他们合理运用网络
安全支付工具及自助设备，保障自己账
户里的资金安全。

突出特色，立足长远，共建和谐金
融环境。农村人口是商丘华商农村商业
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服务三农是该行
的职责所在，该行将农村人口作为2020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的重点关注对象，针
对此类人群金融知识较为匮乏容易受
骗，且维权意识不足的特点，该行进行
了重点关注，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进行宣
传，进一步加强和拓宽金融知识普及宣
传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真正起到防范金
融风险，共建和谐金融社会的效果。

金融知识普及工作任重而道远，商
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将以此次宣传活
动为契机，认真做好经验总结，运用到
常态化的宣传工作中去，进一步普及金
融知识，引导公众增强金融消费安全意
识，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提升金融服务
水平，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努力构建一
个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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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深入农村基层，宣传金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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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眼金睛识别套路
远离非法校园贷款

“同学！身份证复印件+学生证能
贷款！5分钟审核，10分钟放款！”“同
学！分期付款月息不到 1％，无须抵押，
买名牌包包不是梦。”“同学！还在为创
业资金犯愁吗？零担保、可代办的 P2P
了解下！”……在校园里，类似的非法金
融广告不知不觉就走到同学们身边。

2017年，中国银保监会、教育部、人
力资源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校
园贷款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发
〔2017〕 26号），全面整治校园网贷业务
乱象。但目前仍有一些非法网络贷款平
台针对在校学生以“刷单贷”“培训贷”

“求职贷”“创业贷”等名义开展非法网贷
业务，导致不良借贷问题突出，给校园安
全和同学们的合法权益带来了严重损
害。面对纷繁复杂的校园网络借贷广
告，同学们如何辨识应对呢？

◆三步看清“校园贷”套路

非法“校园贷”一般都具有如下特
征：不需要面签；不需要担保人等的书面
保证；不控制贷款用途。接下来，我们再
分三步看清“校园贷”套路。

第一步：借钱消费。小红是大三学
生，一天她看见舍友换了新款手机，自己
也非常想要，但是钱不够，于是她在网上
找到了某个借贷平台，声称只需填写信
息就可以轻松借到钱。小红想先借钱把
手机买了，再从每月的生活费中省出来
慢慢还。

第二步：各种收费。小红没想到的
是，网贷公司审批放款时还需收取利息
之外的手续费和服务费，实际放款金额
只有借款的80%！她被告知如不能按时
归还贷款则需另外支付违约金和滞纳
金，而且每个月偿还的利息并没有随着
还款而减少。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她发
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偿还，但又害怕被
家人发现，于是便寻找了另一家借贷公
司，用贷款还钱，如此循环往复，小红的

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第三步：暴力催收。最终，与多种收
费名目捆绑、高利率、利滚利的非法校园
贷，让小红累计欠下 20余万元。小红用
所有的钱加上借朋友同学的还债，可还
是远远不够，最终出现逾期，越欠越多。
催收人在校园张贴小红欠款的大字报，
给小红亲戚家人发短信，隔三差五到学
校追债，还威胁她把裸照发到网上。巨大
的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摧毁了小红的心
理防线，她每天都在不安和恐惧中度过。

◆如何防范非法“校园贷”

一、梳理正确消费观。爱慕虚荣、贪
图享受、想走捷径等不良思想是大学生
陷入校园贷的个人诱因，过度消费、超前
消费、从众消费是走向校园贷的必经之
路！大学生要量入为出，适度消费，理性
消费，不要盲目攀比，合理安排生活支
出，养成理性消费、科学消费、勤俭节约
的好习惯。

二、有自我保护意识。保护好身份
证、学生证、银行卡等个人信息，切勿随
意向陌生人透露，以免被不法分子盗
用。同时，加强自我保护，遇到问题多与
家人、老师、朋友沟通，一旦碰到人身威
胁、恐吓或受骗应及时报警处理。

三、丰富自身知识。同学们应丰富自
身的金融知识和法律常识，对广告中“免
费”“打折”“优惠”等信息要有一定的甄
别能力。在所谓的“零利息”“超便捷”“无
风险”“无抵押”宣传噱头前保持头脑清
醒，切勿因贪图小利而导致惨重损失。

大学是同学们独立生活的开始，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学会
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的必经之路。大
学生创业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
更要三思而后行。如确需贷款，应选择
正规的金融机构申请办理。负债的青春
太沉重，奋斗的青春最美丽!让我们一起
乘风破浪，勇敢拼搏，勇敢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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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层宣传金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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