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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把我父亲的银行卡这么快办好
了！”这一幕发生在工行鞍山千山支行营业室
内，一位客户在不断感谢客户经理。

原来，这位客户的父亲常年卧病在床，社区
要求尽快办理低保金储蓄卡，否则将会影响低
保金的发放。得知情况后，网点负责人马上调
配一名客服经理驱车前往老人家中核实老人真
实明确的开卡意愿，然后带领代办客户回到营
业室办理开卡及启用业务。整个过程被客户看
在眼里，暖在心里。

暖心服务，一切从客户体验出发

工行鞍山千山支行始终践行“以客户为中
心”的理念，一切从提高客户体验度出发，认真对

待每一位客户。为了保证高峰期服务，千山支行
在重点网点实行双大堂制，增加大厅服务人员。
2017年，工行鞍山千山支行荣获“省级文明单位”
称号。

一位客户咨询信用卡换卡问题，客户经理
细心陪同，并提供解决办法。在交谈中，该客户

称自己是某大型企业老板，手中有大笔闲置资
金。客户经理从专业的资金配置等方面对客户
进行讲解，客户十分认同并存入70万元。

金融助企，彰显特色服务品牌

工行鞍山千山支行突出便民特色，延伸服
务范围，走入企业，走入街道，走入小区，打造独
具特色的服务品牌。

2019年，有企业有贷款需求，支行立即根据
当时的普惠贷款政策，为该企业办理110万元经
营快贷业务，解决了企业燃眉之急，企业经营步
入快速轨道。后续又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增加了
企业贷款额度，通过解决企业资金难题，主动服
务等方式，赢得了企业的信任和支持。鉴于对

本地区做出的卓越贡献，千山支行获得2020年
度千山区“金融助企突出贡献单位”荣誉。

文化引领，打造卓越服务团队

卓越的银行源于卓越的服务，卓越的服务
源于卓越的员工。千山支行通过加强服务文化
理念教育，培育团队精神，提升员工能力。

“爱岗敬业、文明守纪、诚实守信”主题职业
道德教育活动使全体员工牢固树立“行兴我
荣、行衰我耻”的主人翁精神，“员工技能竞
赛”、“员工学产品比销售，赛业绩”、“提升服
务水平大讨论”等活动，帮助员工发现自身优
势，查找自身不足，制定改进措施，增强了全
员的服务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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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辽宁省分行“省级文明单位”巡礼

工行鞍山千山支行：暖心服务开出文明花

72 岁老人带着 8000 元到医院给
儿子看病，上卫生间时把手包挂在了
门后的挂钩上，离开卫生间半小时后
才发现手包不见了。好在丢失的手
包被北部战区空军医院财务人员邵
岩捡到，最后物归原主。

李佳香陪儿子到北部战区空军
医院看病，3月2日中午到门诊二楼卫
生间后，把手包挂在了门后的挂钩
上。“过了半个小时，我才发现手包没
了，里面有8000元。”李阿姨说。

李阿姨到处寻找，后来想起挂在
卫生间门后的挂钩上了。

李阿姨赶紧回到二楼的卫生间
去找，可是根本没有手包的影子，她
当时就急哭了。

李阿姨的儿子阎先生说：“母亲
从5楼找到4楼，又到3楼，但一直找
不到。”

当日中午，医院财务复核办复核
员邵岩在卫生间发现门后挂着一个
手包，里面还有不少钱，估计是患者
忘在这的。邵岩在卫生间门口等了
20分钟不见有人回来找，因为快到上
班时间了，就把手包交到了医院机关

总值班室。
在这个时候，收款员宋宁宁路过

卫生间时发现了蹲在门口伤心抹泪
的李阿姨，老人说把手包落在了卫生
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宋宁宁安慰了老人几句回到收
款处，和大伙说起老人丢了手包的
事。和宋宁宁在一个办公室的邵岩
说：“我捡到个手包，送到机关总值班
室去了，咱们赶紧去找老太太。”

邵岩和宋宁宁跑到二楼卫生间
找丢包的老人，此时李老太正急着在
各个楼层的角落找包，儿子也跟在后
面帮着找。

“我俩边找边打听，终于找到了
李阿姨。”邵岩说，我告诉老人到看病
的科室那等着就行，值班室的人会把
手包送过来的。

李阿姨听说手包找到后又惊又
喜：“太感谢你们了，我真没想到还能
找到手包。”

当日下午 3 时许，医院机关的几
名同事来到耳鼻喉科，详细核实完情
况后，把手包交还给李阿姨。

李阿姨一直挽着邵岩的胳膊表
示感谢，“真没想到啊，遇到好人了。
丢了钱真是心急啊，我都哭了，没想
到还能找到！”

邵岩在医院工作14年，3次被评
为优秀员工。“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
这么做的，看把李阿姨急成啥样了。
没想到这么凑巧，我捡到包了，同事
宋宁宁碰到丢包人了，这才顺利地找
到了失主。”邵岩说。

高庆德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地铁站附
近，寒风中老人蜷缩在草地上瑟瑟发
抖，说不出来话。

老人的家在哪里？这成为摆在
民警面前的难题。送救助站？送医
院？还是继续找家属？民警急中生
智想到一个办法，在纸上写下0到9，
让老人用手指点出家属电话号码。

接连尝试了 5 次，民警终于将电
话打通，联系上老人哥哥，顺利将老
人送回家中。

失智老人蜷缩草地
民警带回派出所

2 月 28 日 6 时许，沈阳市公安局
沈北新区分局道义派出所接到报警
称，在蒲丰路与天宝街路口附近的草
坪中躺着一位老人，神志不清。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位老人
仰躺在被白雪覆盖的草地上。面对
民警的询问，老人始终不说话，身上
也没有携带身份证件及亲属联络方
式。

副所长王大力介绍，当时老人虽
然嘴里能够发出声音，但是完全不能
传递出任何有效信息，并且已经无法
行走，“必须有人扶着，要不站都站不

起来”。
外面天寒地冻，老人也不知在草

地上躺了多久。虽然没有外伤，但老
人浑身直哆嗦。王大力和其他民警
一起，将老人驾着搀扶到警车里，带
回了派出所。

回到派出所，民警给老人端来热
水，让老人暖暖身子。

老人不能说话
送老人回家成难题

到派出所后，老人身子暖和了，
但是仍然不能开口说话，眼神也有些
涣散。民警无法确认老人家庭住址，
在他身上也找不到任何亲属的联系

方式。
民警通过老人的外貌特征进行

排查，用了一个多小时查明了老人身
份。老人姓刘，今年62岁，户籍所在
地为沈阳市铁西区艳粉地区。

王大力和民警一起开着警车，将
老人一路送到铁西，“但没想到的是，
老人并不住在户籍所在地”。

民警在老人户籍所在地四下打
听，可周围的居民没有一个人认识
他。

“我们还找到了当地的派出所、
街道、社区，都没人认识他，线索到这
里就断了。”王大力说。

民警急中生智
给老人写了10个数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从发现老人
到现在已经6个多小时，老人肯定也
饿了，民警就带老人去吃饭了。

王大力说：“考虑到老人年龄比
较大，面条比较顺口，也好消化，就请
老人吃面。”

的确是饿了，一大碗面条老人全
部吃光，精神也好了许多。

如果一直没有线索，老人只剩下
去救助站或者去医院，但民警觉得还

是找到家属才能让老人得到最合适
的照顾。

王大力等人决定再努力一下，
“我们也是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办
法”。

王大力找到一张白纸，在纸上写
下数字0-9，让老人在数字上指，“看
看能不能指出家属的电话号”。

在经过几番努力，民警用嘴说用
手比划，累得满头大汗，老人终于明
白了民警的意思，缓慢动手在纸上指
了起来。

“两个小时，老人一共指出了5组
数字，前4组都不对。”王大力说，前几
组数字，要么位数不全，要么打过去
是错的，“直到第五组数字，我们打电
话过去，经过核实是老人刘大爷的哥
哥”。

下午 5 时许，刘大爷的哥哥赶到
铁西，找到载着刘大爷的警车。

看到弟弟安然无恙，哥哥立即向
民警千恩万谢。在同行朋友帮忙下，
将弟弟转移到带来的私家车上。

简短的交流中，民警得知，刘大
爷早年离婚，平时独居在浑南区的廉
租房，“当时一大早老人怎么走到沈
北新区，就没有人知道了”。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吕洋

近日，一名老者把一封感谢
信送到了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
局浑河站东派出所，专门感谢

“盛京义勇”周福顺。
这件事还要从几天前的一

个上午说起，周福顺在乘车时捡
到一部手机。现在手机是工作
生活的重要工具，失主一定很着
急，所以下车后他在原地不动等
待失主。一小时后，电话终于响
了起来，是失主打来的。“在我这
儿，放心吧，你过来取。”周福顺
安慰失主说到。

后来他才得知，手机除了保
存重要信息外，在捆绑的银行卡
中有100多万存款，如被居心不
良的人捡到，有很大安全隐患。

周富顺把手机交到失主手
里时，失主万分激动，非要拿钱
答谢他，被周福顺一口回绝。“我
是首创‘盛京义勇’，雷锋做好事
都不留名，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呢？”失主握着周福顺的手，感动
的不知说啥好，最后二人合影留
念。

辽沈晚报记者 王鹏

写10个数 看失语老人手指猜出电话号
沈阳市公安局沈北分局道义派出所民警几经努力找到失智老人亲人

大家把老人扶上车带回家。 警方供图

卫生间哪来的8000元钱？原来是…… “一直等你电话呢
手机在我这很安全”

李阿姨挽着邵岩（右）的胳膊表达感激之情。 高庆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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