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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渠道，实现服务“多元化”。在省联
社的组织发动下，全省农商行面向重点区
域、特定行业、关键人群，积极推广“零钱包”
服务模式，提供现金兑换服务。引导客户通
过手机银行线上渠道自助体验“线上预约、线
下交付”服务，为行动不便老人、特殊客户提
供上门服务。联合出租车公司共同搭建长效
服务机制、打造“标准化”“定制化”零钱包，多
形式开辟人民币兑换“绿色通道”，满足多类

客群灵活支付场景的多元化兑换需求，切实
提升兑换服务便利性。在省联社的组织推动
下，全省农商银行“零钱包”发放实现了较大
突破，截至6月末，共发放“零钱包”30万个，
兑付金额8000多万元，提供上门收付款服
务 3500 多次，开展专项兑换活动 6800 余
次，有效提升了客户小面额备付金兑付的广
泛性、高效性和便利性。

营造环境，实现服务“零距离”。全省农
商银行积极参与现金网格共融共治，以现
金服务网格化管理为抓手，深入开展走百
家点、入万户门活动，主动对网格内商户开
展整治拒收人民币宣传，广泛了解客户需
求，张贴现金兑换标识。积极对接公交公
司、出租车公司，深入农贸市场、商业超市
等零钱需求量较大的场所，全面开展现金
收付情况调研摸底，确保网格内营业网点
全面参与、经营主体全面覆盖。活动期间，
累计走访各类经营主体达65万户，引导广
大商户签订“不拒收现金承诺书”10.30 万
份，张贴“支持现金支付”标识 10.31 万个。

针对经营主体零钱不足、找零不便的情况主
动上门提供零钞兑换、残币回收等现金服
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真正做到现
金服务“零距离”。

打造场景，实现服务“便利化”。江苏省
联社不断扩大“金融+”融合发展领域，将金
融支付服务边界向教育、医疗、政务等多领
域延伸，推动农商银行在大学、医院等布放
存取款一体机近500台，在政务大厅等场所
布放硬币兑换机，累计兑换数量超70万枚，
同时在政务大厅派驻专人协助解决结算难
题，加大数字人民币推广力度，通过多场景
搭建，提升小额兑换服务便利性，满足客户
多样化支付需求。在市内热门旅游景点设
置“支付服务点”，选取毗邻营业网点进行

“服务中心”打造，结合区域特色，开展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覆盖“食、住、行、游、购”等
众多领域。利用周末、小长假的有利时机，
深入全省各个旅游景点主动为来苏人员提
供支付便利化“一站式”优质服务。

（苏农商）

为积极践行“金融为民”服务理念，持续
深化支付服务场景建设，为老年客户、境外
来苏人员等群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
的支付服务，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系统以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支付需求为己任，聚焦重要
行业领域，深挖重点业务场景，构建完善多
层次、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体系，多措并举提
升支付服务水平，将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
付便利向深层次、精细化推进。

践行金融为民优化支付服务
——江苏农商银行系统着力构建多维度支付服务体系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普通人摔倒，
只要没有受伤，轻轻松松就能站起来，但对
于体重500斤的人来说，摔一跤可能会“摊
上大事”。日前，江苏张家港一名体重500
斤的男子在家中洗澡时摔倒，其母亲一人
根本无法将其救出浴室，无奈之下只得报
警求助。一名民警带着四名辅警赶赴现
场，通过与消防队员合作，借助设备将男子
抬出浴室并搬上了床。

7月7日下午1点，张家港市公安局港
区派出所接到求助警情。家住港区派出所
辖区某小区的市民张女士（化姓）来电报
警，称其体重达500斤的儿子在洗澡时不
慎摔倒，无法起身，需要帮助。值班民警得
知情况后，立即叫上所内四名辅警一起前
往，同时联系了120医护人员以及消防部
门。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男子仍趴在浴
室里，目测没有受伤。由于体型太大，男子
的身体卡在了浴室门里。因浴室空间太小
没有设备只能进行拖拽，但民警担心强行
把男子拽起来会造成二次伤害，于是先拿
来电风扇给男子降温通气，安排辅警去小
区门口迎接医护人员以及消防队员进来，
共同商量救援方案。

在医护人员的评估和指导下，民警、消
防队员把救援绑带绑在男子身上的安全受
力部位，一名民警、两名辅警及四名消防
员，七个人站好位置一同发力，最终将男子
抬出了浴室。随后，消防队员又使用了起
重器，将男子抬上了床。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经现场医生检
查，男子没有受伤，其母张女士对众人的救
助表示感谢。

据张女士讲，儿子今年24岁，因先天疾
病加之暴饮暴食，导致体重过大。当天洗
澡的时候不小心滑倒，卡在了门口。好在
民警、消防、医护人员三方协助把他救了出
来。

戴丽仪：
被称为徐州“公益一姐”

今年54岁的戴丽仪，是徐州市鼓楼
区黄楼街道彭校社区居民，徐州市星火
慈善义工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20多年
前，因为一次受助，她为自己打开了向善
之门，定下了“日行一善”的目标，向社会
传递温暖。

20多年来，戴丽仪和丈夫、儿子默默
地做志愿者，被他们家庭帮助过的有几
万人，为困难群体捐助款物近百万元，组
织了万余场次爱心救助和公益活动。
2009年，一家三口成为市慈善总会义工。

为了带动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志愿队
伍，2011年2月，戴丽仪家庭牵头成立了
星火慈善义工服务队，2014年在徐州市
民政局注册，更名为徐州市星火慈善义
工服务中心，2016年成立党支部。多年
来，他们凝聚各界爱心力量，义务服务社
会，帮助孤寡残疾老人，资助贫困学生孤
儿，定期组织党员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
受益者多达200余万人。团队志愿者累
计为贫困家庭捐款捐物千余万元。

至今，他们已带动10万多人次青少年
参与社会服务，并和相关单位党支部结对
共建，设立“党员爱心驿站”“好人志愿岗”，
戴丽仪也因此被称为徐州“公益一姐”。
2011年9月获得中国助人为乐好人荣誉，
并先后获得江苏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行为
楷模、江苏省优秀志愿者等称号。

王伟：
一个公益女人背后的支持

一个几十年做公益的女人，背后需要
老公全力以赴地支持。戴丽仪的老公王
伟，就是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的那个人。

上世纪80年代末，王伟从徐州磁钢
厂下岗，1999年在坝子街开了房产中介
所。20多年来，这个不起眼的房屋中介
所，成了爱心集聚地，也是日行一善的根
据地。

那时候没有网络，居民们有房子想
出租只有贴小广告。王伟的房产中介所
就成了那一片邻居们的周转站，大家都
把钥匙交给王伟，房租也让他代收。王
伟为人实在，不欺不瞒不挣差价，一年光
代收房租就几百万元，没出一点差错。
依靠诚信经营，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客户
群和稳定的收入，于是开始帮扶困难群
体，对于学生、困难户以及外地来徐州找

工作的年轻人，都是象征性地收费或免
费为他们找房子，还为这些租房者提供
家具等生活用品近万件。

此外，他们还帮扶附近小区的残疾、
孤寡老人，给他们捐赠生活物资，帮他们
陪医购物，为他们解决生活困难。20多
年来，王伟和戴丽仪分工明确，大多时候
都是王伟一个人打理中介的生意，挣的
钱让戴丽仪拿去全身心投入义工服务。
每一次义工活动，夫妻都是一起组织策
划，王伟全程参与，可以说一年 365 天
里，王伟至少有360天在做义工。

王洪禧：
由“小尾巴”成为公益骨干

2000年，戴丽仪和王伟的儿子王洪
禧出生了。小家伙从蹒跚学步开始，就
成了爸爸妈妈的“小尾巴”，跟着父母一
起做义工。上学后，王洪禧把“人人学雷
锋，有空做义工”的公益慈善理念带进校
园。他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存起
来，经常为班级购买图书、墨水等用品，
为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品，并带着同学
们一起助人为乐。周末和寒暑假，他会
为贫困儿童和患病儿童义卖报纸募捐，
为彭城培智学校的智障学生义卖围巾；
做文明出行交通小义工，把自己心爱的
书籍等捐给需要帮助的人……

2009年，王洪禧成为徐州市年龄最小
的注册义工。2011年2月，王洪禧作为义
工主力参与成立了星火义工服务队，带动
一大批青少年参与公益慈善活动。

2012 年 3月 5日，以他名字命名的
“王洪禧中队”成立，带动了一大批未成
年人加入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徐州市
以他的爱心故事为原型，拍摄了微电影《爱
心》，向社会展示了王洪禧作为一个未成年
人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他也
获得江苏省首届美德少年称号。

进入大学校园，王洪禧一直发挥着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2017年志愿者彭城
驿站设立，在周末和寒暑假，王洪禧主动
请缨，成了志愿服务的主要力量，带领老
师同学一起开展便民服务，他倡议在驿站
设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吸引了徐州市
及外地100多所学校的万余名学生参与社
会实践。王洪禧还获得了徐州市十佳青年
志愿者、江苏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工程社会组织班优秀学员等称号。

这一家三口，在公益的路上一步一
个脚印地走着，为社会传递更多温暖的
正能量。

20多年坚持“日行一善”

徐州一家三口都是十星级慈善义工

500斤重小伙浴室摔倒
七人用救援绑带将其救出

近日，位于徐州市黄河北路的星火公益图
书馆热闹起来，这是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
中心今年暑假开展的便民活动，为附近居民理
发、磨剪子菜刀、量血压、房产咨询、防诈宣传、
指导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给孩子们宣传抗战
历史、为环卫工送上一瓶水……

志愿者队伍中，自然少不了负责人戴丽仪
一家三口的身影。今年3月，徐州市慈善总会
召开2023年慈善义工工作总结表彰会，38位同
志获“十星级慈善义工”称号，这是徐州首次评选
表彰十星级义工。戴丽仪和爱人王伟、儿子王洪
禧同时荣获这一称号。他们一家三口都是达到了
服务时长10000小时以上，所以获评的。他们也
是徐州唯一全家都获此殊荣的家庭。

通讯员 张景良 秦媛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晓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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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丽仪给环卫工送水

王伟（左）和志愿者在做义工服务

王洪禧（左）和志愿者做义工服务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