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财经解读 2022年12月23日 星期五
校对：林维曦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创新促提升 为民新作为
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有力推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的

重要参与者，也是金融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推动者。保护金融消

费者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公

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促进金融

市场健康稳定运行。中国人民

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认真践行

金融为民理念，始终关心关注金

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结合厦门实

际，构建大消保工作格局，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发展模

式，不断增强金融消费者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辖区和

谐、安全、稳定的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凝聚合力开展联合宣

教。联合其他金融管理部门定期

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日”“普及

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金融知

识普及月”等系列金融知识主体

宣教活动；组织编制并发布《厦门

市金融知识宣教白皮书》，建立媒

体资源库、宣教素材库、宣传队伍

库，提升金融教育整体性、规划性

和有效性；聚焦老年人、大学生、

新市民等关键群体的日常金融知

识需求，分层次开展金融知识教

育，2022年全市相关金融机构累

计开展各类户外专场宣传近

4000场次，发放宣传资料约30

万份，微信推送阅读量约585万

人次，有效帮助消费者提升金融

风险责任意识和理性维权能力，

促进“金融知识普及”向“培养金

融能力”转变。

二是创建特色金融知识宣教

品牌。创设金融系统《消保闽南之

声》栏目，每周定期在人民银行厦

门市中心支行微信公众号推出一

期金融知识音频节目，通过闽南

乡音、普通话双语传播金融知识，

围绕征信、反诈拒赌、非法金融活

动等开展持续性、常态化普及工

作。2022年原创、编发44期有声

节目，鼓励金融机构转发、推广，

累计收听量超46万人次，助力金

融消费者守住“钱袋子”。

三是创建金融教育示范基地。

指导兴业银行厦门分行建设一站

式金融教育基地，充分利用移动

化、可视化的智能设备，有针对性

地开展互动式教学和实践体验活

动，为周边群众提供专业化金融知

识学习课堂。该基地获批成为厦门

首家“福建省金融教育示范基地”。

同时，以基地创建为契机，发挥“以

点带面”示范作用，推进乡村金融

教育基地建设，助推金融知识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构建金融知识教育

长效机制，营造全社会学金融、用

金融、懂金融的良好氛围。

一是搭建“大消保”执法业

务合作框架。联合地方金融局

等四部门共同签署《厦门市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监管合作备忘

录》，商定在机制建设、联合宣

教、执法互助、纠纷多元化解、信

息沟通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构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执法监

管合作机制。申请加入厦门市

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工

作，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五部

门共同印发《关于自觉抵制违法

违规金融广告净化金融市场环

境的告知书》，推动加强行业自

律，定期开展金融广告线索研

判，加强金融广告市场协同监

管，严厉打击虚假违法金融广告

行为，规范金融营销行为。

二是双管齐下压实金融机构

主体责任。在刚性执法方面，依

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

查，严厉查处侵害金融消费者权

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在柔性监管

方面，结合执法检查、日常管理中

发现的共性问题，不定期下发风

险提示，定期开展工作评估，组织

“与机构对话”，督导30家银行机

构强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

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是强化队伍建设提升工作

软实力。建立了以经验分享、业务

联学、信息调研为主要内容的业

务学习常态化长效化机制，通过

“微信群经验每日一学”“简报摘

要每周一学”“消保业务联学每月

一学”，加大先进经验、业务理论

学习交流力度。截至目前共组织

学习先进经验做法248项，理论文

章46期，开展联学活动12次，参训

人员累计20027人次，推动消保队

伍强业务、强技能，打造高素质消

保人才队伍，提升履职能力。

创新执法监督管理机制
共建和谐金融消费环境

一是多元服务，加速度解决

金融纠纷。畅通群众诉求表达

渠道，充分发挥12363热线桥梁

纽带作用，加强12363热线宣传

推广，完善12363软硬件设施，

强化话务窗口服务，让12363暖

心热线链接服务更多群众，提升

纠纷处理质效。压实金融机构

投诉处理主体责任，加强重大敏

感节点风险摸排、跟踪监测，强

化诉源治理，依托厦门金融司法

协同中心深化金融纠纷调解，依

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2022

年以来，12363热线处理各类群

众诉求共计924件，均依法按程

序高效办结，切实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

二是多方联动，形成强协作

齐抓共管格局。联合地方金融

监管局等五部门签署《厦门市金

融纠纷多元协同调解机制合作

备忘录》，建立调解业务有序衔

接工作机构；联合金融司法协同

中心共同开展调解业务培训，提

升调解员调解水平，营造懂调

解、用调解的社会氛围；连续两

年“3·15”共同发布厦门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和年度

金融机构经营风险防范指引，从

消费者权益及法律角度详细解

析案情的背景和意义，为金融机

构风险管理和运行树立风向标。

三是合作共赢，构建长效化

的矛盾化解机制。与法院、其他

金融管理部门深化常态化合作

机制，建立风险协同防范处置机

制，加强信息共享，打通部门之

间的信息壁垒，及时发现苗头性

问题，协同构建金融风险防火

墙。不定期召开会议，统一指

导、协调和处理金融纠纷的诉调

对接工作，交流情况及信息，协

调处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金

融纠纷，筑牢金融和社会稳定防

线。

创新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构建社会治理崭新格局

创新金融知识宣教机制
共享美好金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