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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购物返利”有陷阱

利安人寿安徽分公司

开展“3·15”教育宣传活动

在第36个“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利
安人寿安徽分公司在全辖区开展了以“品质时代 诚信
保险”为主题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周系列教育
宣传活动。公司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架、发放宣传折
页、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普及反洗钱和反
非法集资知识，呼吁大家妥善保管自己的证件，防止被
不法人员用以洗钱活动；同时，对于高收益、高回报的
理财产品，提醒公众要擦亮双眼，切记“天上不会掉馅
饼”，努力提升自身防范金融诈骗的意识和风险防范能
力，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谨防上当受骗。

华夏银行：

和谐金融 消费无忧
为深入推动金融消费者宣传教育，切实保护金融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丰富广大市民的金融知识，华夏
银行合肥分行积极响应中国人民银行的“消费者权
益”活动号召，下辖各家支行在3·15期间以“权利·责
任·风险”为指导方针，“和谐金融 消费无忧”为宣传
亮点，借助 LED 大屏幕、户外广告屏、宣传单页、短
信、微信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一是立足厅堂，以营业场所为宣传阵地，向前来
办理业务的客户发放宣传折页，并借助电视播放的宣
传短片，认真为客户讲解金融安全知识；二是深入社
区，对安全权、知悉权、维权渠道、防范风险方式等多
方面知识进行现场解读及宣传，营业部宣传小分队在
亳州路小学社区进行宣传时，收获了一位来接送学生
的家长的点赞：“这样的活动真有意义，听了你们的宣
传，我以后知道怎么辨别金融广告，再也不怕掉入盲
目投资的陷阱啦”。

中信银行合肥黄山大厦支行：

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为履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进一步增强金融消费

者的风险识别能力、自我保护意识和责任承担意识，
中信银行合肥黄山大厦支行于近日联合合肥市庐阳
区逍遥津街道办事处等社会团体在合肥市市府广场
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过程中，中信银行合肥黄山大厦支行工
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设置咨询台、发放宣
传册等形式集中向社会公众揭露虚假广告的危害。
本次宣传活动不仅加大了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的宣传力度，更提升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

作的社会影响力，受到了社会广泛好评。
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中信银行合肥分

行将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认真总结好的经验做
法，运用到常态化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工作
中。以此促进金融机构健康发展，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维护辖区金融稳定和社会和
谐。

交通银行祁门路支行：

3·15普及宣传金融知识
为进一步提高金融消费者的权责意识和风险意

识,助其远离和抵制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引导金融消费

者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绿色的金融消费环境,交通银行

安徽省分行根据合肥人行相关工作的要求开展了“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

其中，交通银行祁门路中心支行及二级支行工作

人员重点围绕消费者各项法定权利、维权方式和渠

道、银行理财、非法集资等内容对社会公众进行了重

点宣传讲解。通过宣传，强化金融消费者风险责任意

识，进一步提升金融消费者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和能力，同时倡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科学合理地选择

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向消费者发放“金融消费者

权益日活动手册”，以及国债、基金、保险、人民币、反

洗钱等相关金融知识、消费维权知识宣传折页等，做

好金融消保知识传播。通过网点公示消费者投诉处

理机制，普及金融消费知识。公示内容主要包括投诉

电话、投诉渠道、投诉处理流程及消费者的申诉路径

等。支行在网店区域摆设展台，由支行业务经验丰

富、沟通能力强的业务骨干担任宣传人员，积极主动

地为前来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发放折页、普及宣传金

融知识。

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安徽金融行业积极开展3·15消费者维权活动

每年3·15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安徽金融
业都会积极开展3·15活动，今年亦复如是。在3
月份，安徽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纷纷进行消费
者权益日活动，为金融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进行
风险防范，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低风险、高利率，真的可相信？
据了解，王女士的妈妈上周听朋友说有个“投

资”的好渠道，在推荐的购物端上购买商品还可返
现。笔者和王女士带着疑问收集查询了相关信息和
资料发现，5000 元的投入，换回 8000 元的收益，先
不说还有空调、项链的赠送，光是年利率就已经高达
60%。不仅如此，网上搜索该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还发现了各种自己虚构的推文，比如：该集团再获

“互联网+重点信用认证企业”殊荣、集团董事局主席
出席央视3·15晚会等等，各种夸张的疑似伪造新闻。

“我妈妈的朋友还借了十几万元的贷款去投资，
他丈夫身体不是太好，需要用钱的地方比较多，可能
最初就是想多赚点钱补贴家用，这万一要是人财两
空，一家子可怎么办。”王女士说道。笔者也从专家处
了解到，这种未经批准面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
到一定期限内给予高额回报的行为就是非法集资。

贪便宜、存侥幸，容易落陷阱
先借助自有网站、APP打出“购物=储蓄”等旗号，

接着宣称“购物”后一段时间内可分批次返还购物款，
吸引社会公众投入资金。其实大多返利网在提现时都
设置诸多限制，使参与人不可能将投入的资金全部取
出，还有一些返利网站将返利金额与参与人邀请参加
的人数挂钩，成为发展下线会员式的类传销平台。此

种“消费返利”运作模式资金运转难以长期维系，可怕
的是一旦资金链断裂，参与人将面临严重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最受不法分子“青睐”的老年群
体，往往是他们“下手”的首选目标。“因为现在生活节
奏的不断加快，年轻人由于生活以及工作上的各种压
力，有时会顾不上过多关爱老年人，不法分子往往通
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发小礼
品、亲情关爱式骗取老年人信任，吸引老年人投资。”
专家说，还有一些老年人往往好心想给自己的儿女少
添麻烦，陷入不法分子编造的“养老服务”的幌子，这
些都是不法分子的常用套路。

不轻信、不迷信，防患于未然
现今以投资理财为名的非法集资活动愈发猖獗，

活动形式也是换着花样翻新，老百姓们往往觉得自己

可以分得清什么是非法什么是合法，但真当“高额回
报”四个字砸在自己面前时，却又有太多人经不住诱

惑，被犯罪分子害得人财两空。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规

避和防范呢？

专家指出不法分子大多利用老百姓们的贪小便宜

和侥幸心理来吸引投资。“承诺高额回报、编造虚假项

目、以虚假宣传造势、利用亲情诱骗”这些都是非法集

资的常见手段，生活中主要高发领域涉及民间投融资

中介机构、网络借贷机构、虚拟理财、房地产、私募基

金、地方交易场所、相互保险、养老机构、“消费返利”网

站、农民合作社等。且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

法集资风险自担。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答记者问时，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特地强调：“对于非法集资，政府

会保持打击的力度，投资者千万不要听信那些非法集

资者编造的竹篮子也可以打一筐水的神话。”

“昨天收到我妈的微信，说是下载一个APP，在
APP里投入5000元，六个月分期返钱，直到拿到
8000元为止，还可拿到5000元的商品，有空调和
钻石项链等，我妈就说，反正都是买东西，在哪买都
是一样，在这买还能返钱，多好的事。我就在想，这么
高的回报率肯定有问题，这不明摆着就是非法集资
吗。”昨天下午，王女士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道。

▋张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