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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把枯燥、专业的金融
知识变得很鲜活，让人易于接受，且
乐于传播。”几位参与过浦发银行大
学生金融知识普及大型公益活动的
同学表示。

当谈及开展此次金融知识普及
公益活动的初衷，浦发银行活动负责
人表示，“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金
融知识不再是一门专业学科，而是人
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知识，譬如各种分
期购物、理财产品，就连买早餐用第
三方支付里面都蕴含了很多金融知
识。今天消费者接触到的金融场景、
金融行为越来越多，而相应的金融知
识储备却远远不够，易引发一些恶性
金融事件，危害到消费者的财产甚至
生命安全。浦发银行作为金融机构，

有责任也有义务开展金融知识普及
公益活动，为保护消费者的生命财产
安全尽一份力量。”

众所周知，金融机构肩负消费者
保护的社会责任。但多年以来，在面
向消费者的金融知识宣传层面，各金
融机构一直面临挑战。究其原因，首
先金融知识有很强的专业属性，普通
消费者难以理解接受。此外，每个消
费者群体都有其特性，金融机构难以
探索出一套有效且受各个群体欢迎
的知识普及模式。

以大学生群体为例，现在的大学
生个性鲜明，他们喜欢有创意、参与
感、互动感强的活动，喜欢同龄人间
的自传播，对于传统的说教、宣讲活
动比较排斥。基于此，浦发银行在此

次大学生金融知识普及行动中，摒弃
惯常的金融机构宣导活动模式，采取
创意短视频+精彩校园活动的核心规
划，对大学生群体进行金融知识普
及。

一位长期关注浦发银行大学生
金融知识普及公益活动的同学表
示，“浦发银行此次金融知识普及公
益活动真的很走心，把我们生活中
常遇到的金融知识，如：个人信息保
护、个人信用管理、电信诈骗、支付
风险、不良校园贷等，用短视频、小
品节目、音乐MV等多种学生喜欢的
方式来表现，让人一看就懂，自己从
中学到很多金融知识。希望以后有
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开展类似浦发银
行这样的公益活动，也希望越来越

多的同学能加入到金融知识普及公
益活动中来。”

据悉，浦发银行此次金融知识普
及大型公益活动，不仅受到高校学生
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众多高校领导和
老师们的大力支持。对于如何更有效
的对大学生群体开展金融知识普及
公益活动，某高校教师表示，“大学生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处于有极
强消费欲望却基本没有经济来源的
尴尬阶段。当收入和消费极不匹配
时，部分学生就可能会落入不法金融
机构的糖衣陷阱。同时，当代大学生
又极具个性，对于这个群体的金融知
识普及，要遵循学生们的爱好，从他
们感兴趣的点出发，充分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通过亲身参

与公益活动，体会到金融知识的重要
性。”
“不同消费者群体有不同的阅读

习惯，他们使用什么媒体，喜欢什么
形式，金融知识普及的阵地在哪里，
这些都需要金融机构去研究、探索。
此次对大学生群体金融知识普及公
益活动的探索，只是一个开端。”浦发
银行活动负责人表示。

未来，浦发银行将通过多种形式
的公益活动，把金融知识传递给包括
大学生群体在内以及其他社会各个
层面的人们。浦发银行将积极践行金
融知识普及宣传教育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为持续推动金融知识普及，着
力打造诚信安全、健康和谐的社会金
融环境发挥积极作用。

浦发银行创新消保新模式 让金融知识“活”起来

我对二十四节气有一
种特殊的好感，尤其喜欢
那些清新而美好的名字，
比如清明、芒种、小满。

江南沃野过插秧，江
北麦麸便灌浆。

小满，就像一个初长
成的少女，虽然还青涩，又
即将成熟，那一种如花半
开的情状，实在让人心动。
前人说：“四月中，小满者，
物致于此小得盈满。”这夏
天的第二个节气姗姗而
来，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
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
满，还未大满。

小满时节，和朋友一
起去看古村落。车行山岗，
满眼都是绿，绿的树，绿的
草，绿的庄稼，叶子闪着
光，发着亮。土豆的秧苗有
一尺高，开着白色摇曳的
花。小麦秀穗了，麦浪起伏
着。王不留的种子集中而
密集，结满沉沉的希望。院
里的苹果树挂了果，月季
花开得一塌糊涂。

传说，小满是蚕神的
生日。这一天，小孩子也学
着大人的模样，虔诚庄重
地敬一敬蚕神。他们忘不
了，春天里养蚕的快乐。不
知道是谁最先拿来一张报

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黑
色蚕籽。小伙伴兴奋起来，
你也要，我也要，一会功
夫，大家手里都有了蚕籽。
揪一团棉絮把蚕籽包好，
每天就有了很多期待。终
于有一天，又黑又细的蚕
宝宝出生了。

放学后，书包一放，我
们就向村外跑去。最熟悉
田野的是孩子，我们知道
哪块田地的旮旯有一棵老
桑树，哪一座山坡的向阳
处散落着几棵小桑树。在

风中，我们采桑叶，采几
片，留几片，因为过两天我
们还要来。看着白胖的蚕
宝宝在碧绿的桑叶上蠕
动，沙沙有声，我们的心里
比吃了蜜还要甜。

从师范毕业后，我被
分配到一所乡中任教。除了
班主任，还兼着两个班的语
文课和政治课。我白天上
课、看作业、辅导，晚上备
课，一来二去，病了。我躺在
简陋的宿舍里，昏沉沉的，
没有一点力气。

那日正是小满，一个女
同事忽然来敲我的门。她特
意挖来了苦菜，烫熟了，加
了点盐、醋、辣油或蒜泥，凉
拌成菜，让我配着米饭吃。
我尝了一口，真是清凉辣
香，不仅食欲大增。她笑着
说，多吃点，这苦菜可是个
宝，能清热、凉血和解毒。对
她的热情，我有点意外，因
为她平时为人严肃，我和她
素来也没有多少交往，没想
到她这么细心体贴。

多少年过去了，随着

工作的变动，我和她失去
了联系。后来，在一个偶然
的场合，才听同事谈起她
的事情。当年她是代课老
师，后来转正的机会渺茫，
就嫁人生子，已经是3个孩
子的母亲，生活拮据，前几
天同事看到她，竟是一脸
沧桑。

我无言，心中涌起淡
淡的忧伤。想起那年小满，
她送我的苦菜饭。那时，她
的眉宇间是那么明媚，那
么鲜亮。 文/王新芳

那年小满

端午节前后，正是采
摘桑葚的好时节。

儿时的夏天，总觉得
太阳似乎故意跟大地作
对，狠狠地放出它的光和
热。大地的裂口越来越
大，干得冒烟，像一群张
口要喝水的小孩。用小孙
女现在对热的感受的儿
童语言来说，感觉就像吃
的烤鸡、汉堡包和炸薯
条。

狗在吐出长长的粉
红色的舌头，大口大口地

喘着粗气；野花也闭了
眼，像没有睡醒的山里
娃，无精打采；唯有桑树
和水泥杆子一样———禁
旱，还是蓊蓊郁郁的，结
满了桑葚。

在那个挨饿的年代
里，桑葚成全了我们的这
条小生命。那时，我们村
东西南北中，到处都生长
着桑树，尤其是东坨子、
南坨子最多。每年端午节
的前后正是采摘桑葚的
好时节。那时，我们穷的

都没有鞋穿，只能光着脚
丫子去采摘桑葚。太阳毒
花花的，烤得大地炙热，
脚丫子一踩到地面上，烫
得火燎燎的，不能慢行，
只能快跑。

桑葚有绿的、红的、
紫的。绿的没熟，个头较
小，涩巴；红的熟了，个头
中等，甜丝儿；紫的熟透，
个头较大，酸甜。我们爬
上桑树，专挑紫的摘，因
为它不但酸甜，而且还松
软，口感特别好。红的虽

然也算熟了，也甜了，但
它稍微有一点发硬，口感
也不是那么太好。采摘满
筐了，我们就回家了。

桑树的枝条上、叶子
上，隐藏着一种蚕，头很
大，身子很粗，由于桑叶
多，个个吃的胖乎乎的，
它像个“变色龙”，皮肤的
颜色和桑树树干的颜色
没什么两样，灰蒙蒙的，
伪装的十分巧妙，稍不留
神，手就会触摸到它们，
软鼓囊囊的，令人毛骨悚

然，顿时鸡皮疙瘩抖落一
地，我们都是惴惴的，跑
得很远，稳定一下紧张的
情绪。

现在街市上偶尔也有
卖桑葚的，色紫个大，且还
有亮光。但没有我们儿时
家乡的桑葚口感好，想必
是改良的品种吧？因为我
还是喜欢家乡的桑葚。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
是找到了曾经熟悉的味
道：桑葚———舌尖上的记
忆。 文/白守双

思露花语
志气人生，虽然难免

失败，但可贵的是更加自

强不息；智慧人生，虽然青

睐成功，但难得的是从不

自我陶醉。

人生，无法挽留的是

青春，不可错失的是岁月，

故生命中的每个当下都值

得珍爱、珍重和珍惜。

生命如果是一片沃

土，只要有辛勤播种和挥

汗耕耘的付出，便一定会

有春华秋实的精彩人生。

品性，大气即大度，是

人性之美；品格，风度即风

骨，是人格之美。

灵性，爽朗而不失含

蓄，故依然余味无穷；心

性，单纯而不失丰富，故照

样耐人寻味。

创造，其思维的奇特，

有时表现为逆向；创新，其

思维的奇妙，有时表现为

异向。

无论珍惜记忆中的自

己，还是珍藏回忆中的自

己，其实最真实的自己，始

终是展现在人生和寄赋于

生命故事的所有细节里。

有些机遇有时是不期

而至，故心猿意马的人难

以发现，而心灰意懒的人

更难察觉。

人生成败，往往与之

一路前行所追求的目标相

关，因为有怎样的前路，才

可能有怎样的前景和前

程。

有志气的人从不苟

且，而苟且者必然偷生；有

志趣的人决不无聊，而无

聊者难以自慰。

在顺境中从不骄纵的

人固然令人敬重，而在逆

境中决不言弃的人更令人

钦佩。

总认为自己没有缺点，

或者根本就不想正视自己

缺点的人，其暴露出的或许

正是最大的缺点。文/巴特尔

我爱家乡的桑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