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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建设银行戴家
坪支行成功拦截一起电信诈
骗，为客户避免了15万元损失。

5 月 21 日 14 时左右，一
名中年女性客户走进了中国
建设银行戴家坪支行的营业
大厅。值班的网点经理聂心怡
询问客户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对方表示，自己上午到过该支
行改了账户密码，但密码再次
锁定了需要重置。聂心怡指导
客户完成了账户密码重置，随
后询问客户是否还需要办理
其他业务。“我要炒期货，要给

一个人转账。”该客户拿出手
机，打开微信聊天记录展示给
聂心怡看，“这是那个收款人
的姓名、账号、开户行，他们说
只要转过去就可以炒了。”

听到这，结合客户展示的
信息，聂心怡觉得十分可疑
——这很像电信诈骗的惯用
手段，以投资证券、期货等为
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使
投资者汇款。带着疑问，聂心
怡详细询问了客户与对方用
何种方式取得联系，为何会向
个人转账。“不会炒，跟别人一

起，我们有个群，有人带的。这
不，正要转钱进去呢，把密码
给锁了。”该客户边说边向聂
心怡展示了用来与对方联系
的“投资交流群”和用于炒期
货的 APP。为了验证真伪，聂
心怡在应用市场搜索该“期货
投资 APP”，发现其并非公开
市场发布的APP。

聂心怡问客户：“您要汇
多少钱？”

女客户答：“15万元吧。”
聂心怡告诉女客户：“不

要转钱了，您可能是遇到诈骗

了，还好密码锁了，没汇出去。”
随后，她又给客户讲解了非法
交易平台诈骗的种种手段，提
醒对方谨防掉进陷阱。为了防
止客户再次受骗，聂心怡指导
客户删除了所谓的交易群和
期货投资APP，反复叮嘱其勿
再次轻信他人，随意给陌生人
汇款，投资应选择正规交易平
台，且勿做超出自己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客户此时已幡然
醒悟，连连道谢后离开了网点。

建行邵阳分行提醒广大
储户，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股
市、期货衍生市场的波动以及
人们的逐利心理，通过微信群
等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一
定要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注重保护个人金融信息和金
融资产安全。

好 险 ！幸 好 密 码 锁 了
建行戴家坪支行成功拦截一起期货平台诈骗事件

通讯员 刘健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朱莹婷 陈沐） 6月
13 日下午，14 辆载有高端光学
盖板玻璃生产设备的挂车缓缓
驶入邵阳经开区韦全智能终端
产业园内的标准厂房。这是该项
目运抵邵阳的首批设备。设备抵
达厂房后，工人迅速展开卸车、
设备安装工作，至此，韦全智能
终端产业园项目进入设备安装
调试阶段。

韦全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
建成投产后，将作为“邵阳·中国
特种玻璃谷”产业集群的配套龙
头企业，生产光学盖板玻璃、
SMT贴片、智能穿戴、智能家居
等产品，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高
端盖板玻璃生产基地，实现智能
终端产业链全覆盖。

自2018年12月该项目签约
落户邵阳经开区后，市委、市政
府及邵阳经开区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项目先后成功申报湖南省
制造强省重大项目、省“五个
100”项目、“135工程”升级版项
目等。在推进项目建设的过程
中，邵阳经开区提供“保姆式”全
方位服务，解决重大项目进展中
的难题，促进项目安全、快速建
设。截至今年 5 月底，已完成项
目一期全部 18 栋楼房主体建
设。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厂房、办
公楼装修和配套设施建设。

邵阳市韦全智能终端产业
园韦全集团总经理刘志桂介绍，
预计所有生产设备在本月内将
全部到位，力争7月底前完成设
备安装调试工作并正式投产。

韦全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高端盖板玻璃生产基地加速建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石芮旗） 随着我市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步伐
不断加快，市税务局积极探索、
主动作为，从落实税收优惠政
策、优化纳税服务到加强信息化
管理，每个环节都紧扣发展主
题，为全市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贡献“税务力量”。

市税务局通过抓实落地机
制、抓细配套措施、抓好宣传辅
导、抓严监督考核，不折不扣落实
好各项减税降费优惠政策，特别
是落实好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
率、办理延期缴纳税款、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等政策。同时，对我市高
新技术企业所得税进行减免，并
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期
限，积极助力企业轻装上
阵、爬坡过坎、复产扩能。

今年以来，市税务局

围绕“用心用力用真情、全员全
程全覆盖”这一主题，认真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企业送
政策服务。该局还深入拓展“非
接触式”办税模式，加快实现“网
上办、自助办、邮寄送、线上答”，
大力推广电子税务局等网上办
税系统，不断提高纳税人、缴费
人满意度和办税便捷度。

此外，市税务局根据企业发
展需求，主动上门走访调研，提供
精准服务，切实解决阻碍企业发
展的难点、堵点和痛点。同时，搭
建好出口退税“绿色通道”，以容
缺办理、电子审核的方式加快退
税审核速度，落实好提高部分产
品出口退税率政策，积极推动“邵
品出境”，支持外向型企业发展。

为示范区建设贡献“税务力量”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俊华
罗忠） 在6月2日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
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上，全
市仅有3家银行机构获得“2019年邵阳
市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先进单位”荣
誉称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邵阳市分行
便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为推进移动支付便民工程
建设，邮储银行邵阳市分行从强化基础
支付环境建设、打造特色支付场景、增
点、扩面、惠民等方面入手，积极推进移

动支付便民工程。
该分行通过不断完善便民支付结算

通道，整合行内行外优势渠道打造使用便
捷、广泛触达的民生场景，使得金融服务
触达客户更便捷，银行维系客户更密切。
同时，出台经济效益保障政策，激励员工
通过营销大走访活动扩大客户接触面，将
支付产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培养客户使
用习惯，并出台各项渠道技术保障政策，
形成强有力的推动保障机制。此外，该分
行围绕自身实际创新发展思路，助力金融

生态场景建设提质增效；主动贴近客户需
求，在受理环境基础建设全面铺开、功能
改造有序推进的基础上，侧重优化支付体
验，提升交易质量，实现主流商户受理全
覆盖的同时全面促活商户；持续聚焦民生
相关的核心场景，加强场景运营和维护，
优化场景生态布局，进一步做深做透学
校、医院、公共事业缴费等便民场景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邮储银行
邵阳市分行积极引导社会大众通过电子
渠道办理支付结算业务，减少外出聚集
的可能性，倡导市民使用移动支付而非
传统现金交易，保障广大市民的生命安
全。未来，该分行将一如既往自觉承担

“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社会责任，推动
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再上新台阶。

邮储银行邵阳市分行 :

深入推进移动支付普惠民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姚红） 6 月 14 日，由
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中心支行
主办，邵阳经济开发区、中国农
业银行邵阳市分行协办，市内多
家商业银行参与的“6·14 信用
记录关爱日”宣传活动在邵阳经
开区举行。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
石，是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身份
证”。活动主办方邀请了有关专
家开展讲座，并通过摆放展板、
悬挂横幅等方式，向企业家和市
民讲解征信知识，开展相关政策
解读，呼吁大家主动学征信、真
正懂征信、自觉守征信、合理用

征信。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我

市不少中小微企业面临多重经营
压力。为支持企业高效复工复产，
我市各金融服务机构通过出台一
系列惠企政策，为企业撑起金融

“防护伞”。其中，农行邵阳市分行
推出“纳税e贷”和“抵押e贷”助
解园区中小微企业贷款难题，今
年共为249户客户发放5.2亿元
贷款，优惠利息总额超450万元。

在此次活动上，活动主办
方还有针对性地邀请各金融服
务机构发布了一系列高效、优
质的金融产品，以拓宽企业融
资渠道，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活动走进邵阳经开区

征信赋能 助力复工复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岳志勇 唐辉）
今年来，北塔区人社局狠抓政策
落实，强化就业服务，多渠道促
进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

发挥带动效应，狠抓政策落
实。该局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促进计划和基层成长计划，认
真组织落实招考、见习、援助、灵
活就业等政策，全面落实扶持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各项政策，引
导扶持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和基
层一线就业。

强化就业指导，提升服务质
量。该局切实做好应届高校毕业
生报到、实名制登记、档案托管
工作，并定期对实名制登记的应
往届高校毕业生进行电话回访，

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时提供
招录招聘、就业见习、企业用工
等就业信息，通过加强就业指
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理性择业、
积极就业、爱岗敬业。同时，大力
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援助，积极
帮助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就业，
合理安排和开发一定数量的公
益性岗位，用于帮助各类就业困
难高校毕业生就业。

加强职业培训，大力扶持创
业。该局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培训
作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的重点，对有培训意愿的高校毕
业生，针对性开展各种就业技能
和创业能力培训，不断提高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和创业
能力。

北塔：多措并举促高校毕业生就业

周玉琳展示自家电商店铺销售的竹椅。

6月8日上午，城步苗族自治县西
岩邮政支局门口，摆满竹椅、竹茶几、
竹篓、竹鞋架等竹制品，犹如在开竹制
工艺品展销会。90后网店店主周玉琳
正忙着给这些竹制品边角包上海绵以
防碰损。打包完成后，这些竹制品将从
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平均每天通过邮政快递发出200
多件。”周玉琳说，这些竹制品全部来
自西岩镇及周边的威溪乡和茅坪镇，
由200来户村民手工编制。她负责管理
网店和发货，丈夫则负责从周边乡镇
的贫困户家里收货，小两口每天忙个
不停。“每天上午从贫困户家收集到镇
上，赶着下午3时的邮车发出，第三天
就可到达客户手里了。”

周玉琳介绍，城步竹木资源丰富，
当地村民大多会竹篾编织技术。一根
竹子如果不加工利用，就会被当成柴
火烧掉。而一把普通竹椅市场价40元，
一个家庭一天可加工4至8把，一天收
入至少有200多元。

尽管在网上销售竹椅还只有三个
来月，但周玉琳坦言，市场行情很好，网
上好评率超高，她有信心让苗乡竹制品
飞向全国各地。周玉琳说，去年务工回
家，看到隔壁篾匠家有很多竹制品，感
到好奇就拍成图片晒在微信朋友圈，没

想到微信上有不少朋友留言向
她订购。她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
个商机，这些原生态的竹制品对
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不仅
是一件小家具，也是一件手工艺
品；不仅是一种童年记忆，也是
一种父辈乡愁。周玉琳以前开过
村口便利店，大学学的是计算机
专业，平时也特别喜欢网上购
物。她立马行动起来，在网购平
台上注册店铺，专心从事起电商
行业。她还通过与客户交流，不
断改进产品外观、增加产品种
类，以适应客户和市场需求。目前，网店
所售的竹制品已发展到近30个品种。

从三个月前萌生想法，到如今梦想
实现，周玉琳觉得一切非常顺利。她说，
今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线下和实体店
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只有转变营销观
念，积极拓宽销售渠道，由线下转战线
上销售，才是农产品今后的发展方向。

对于周玉琳而言，西岩邮政支局
局长杨开科无疑是她创业路上遇到的

“贵人”之一。他不仅为周玉琳免费提
供电脑和场地，还带领员工帮忙整理
客户信息、包装快递发货。

“通过电商销售苗乡竹制品，充分
实现了‘三赢’局面，一是使贫困户增

加家庭经营收入，二是小周每月实现
销售收入2万元以上，三是邮局每月快
递收入也可增加2万余元。”杨开科细
细算起经济账。他十分看好周玉琳选
择的电商事业，“电商作为新兴业态，
既可推销农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小小电商连接
世界，只要做好产品展示，搭建对接平
台，搞好销售服务，城步电商销售一定
会大有可为，也一定会为城步山货出
山、为脱贫攻坚作出新的贡献。”

周玉琳周玉琳：：让苗乡竹制品飞向全国让苗乡竹制品飞向全国
通讯员 肖丁勤

6月8日，洞口县桐
山乡椒林村水中水饮料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
工 正 在 生 产 瓶 装 水 。
2019 年 4 月，湖南水中
水饮料有限公司在椒林
村建厂投产后，充分利
用当地山泉水资源加工
生产瓶装水，并采用“村
委会+公司+生产基地+
贫困户”的模式，与村集
体经济、贫困户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助力全村
稳定脱贫。
通讯员 滕治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