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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吴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孙
士娟表示，人脸识别信息属于高度
敏感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将自己的
个人信息妥善保护。本案中，骆某
遭遇熟人诈骗，其将手机交给对方
并同意对方用手机进行人脸识别，
导致诈骗人员让骆某名下背上巨
额银行贷款，因无知轻信他人酿成
的苦果只能自己承担，于个人和家
庭而言都是沉重的金钱代价。

法官提醒，作为个人，应提高
网络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妥
善保管人脸识别信息、妥善保管手
机，不要轻信、不要贪利、不随意将
自己的银行卡账户和密码泄露给
陌生人，以免发生重大财产损失。
作为金融机构，应加强相关设备、
技术等各方面安全管理，堵住安全
漏洞，防止个人信息数据被他人冒
用，以最大限度保护私人的合法权
益不受侵害，有效保障金融交易安
全，给持卡人提供一个安全、可信
赖的交易环境。（晚报记者 王佳）

无锡分行自2021年5
月份启动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专项普及培训工作以
来，不断挖掘老年人日常生
活场景，教授老年人在日常
生活中掌握手机支付、手机
出行、手机挂号等技能。仅
2023年，全行共举办智能
技术专项普及培训313场，
培训人数6987人次。在开
展适老化宣传的同时，该行
还加强了反诈宣教，坚持
防、堵结合，2023年成功堵
截10起老年客户通讯信息
网络诈骗事件，避免经济损
失接近68万元。

江苏银行无锡分行有
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支
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
意见》，该行正聚焦老年人
支付体验痛点、堵点，以丰
富支付服务供给、提升支付
便利性为切入点，开展“3+
5”提升支付便利性专项行
动，打通支付服务“最后一
公里”，着力完善多层次、多
元化的支付服务体系，为老
年群体提供有温度、有广
度、有深度的金融服务，以
实际行动践行“融创美好生
活”使命。 （梅凌雁）

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悉心守护“最美夕阳红”
江苏银行无锡分行：持续提升老年人支付服务便利化水平

“我老伴刚去世，存折又
找不到了。幸好江苏银行小
姑娘的热情服务，帮我办好了
所有挂失手续，找回了养老
钱。”近日，江苏银行无锡分行
再次收到市政府热线电话
12345的表扬工单。该行新
世纪支行为一名八旬老先生

提供的便利服务让客户倍感
温暖。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
“银发一族”日渐成为银行厅
堂服务的主要对象。江苏银
行无锡分行作为无锡市老龄
办唯一的合作银行，近年来不
断挖掘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

为老年群体提供有温度、有广
度、有深度的金融服务，得到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认可。
截至目前，该行获评无锡市

“敬老文明号”及江苏省“敬老
文明号”称号，辖内六家网点
成功获评市级以上银行业文
明规范服务适老网点。

在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
今天，广大中老年人最大的
痛点是对新生活场景的不适
应。

为了弥合这一“数字鸿
沟”，无锡分行在推进柜面业
务无纸化，减少业务申请资

料填写的基础上，业务签字
确认环节，提供“幸福版”柜
外清界面，放大屏幕文字，还
支持打印业务凭证供签名不
便的老年人按指纹确认，以
降低柜面业务办理的门槛。
同时，在手机银行系统推出

了专门为老年客户打造的手
机银行适老“关爱版”。

此外，无锡分行还优化
了上门服务系统，为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提供人脸e识别、
借记卡开卡、电子银行签约
等便利化上门服务。

积极响应省银协适老服
务要求。为确保服务品质，
无锡分行确保每个网点至少
开设一个敬老服务专窗，根
据网点业务处理情况，为老

年或困难客户提供绿色通
道，优先为高龄、重病、伤残
等行动不便，及有特殊服务
需要的老年客户办理业务，
进一步缩短老年客户的业务

等待排队
时间，提高
老年客户
的柜面服
务 体 验 。
通过电话、

微信、短信等渠道引导客户
（特别是退休人员、老年居民
发放养老金期间）错峰办理
业务，充分利用自助设备，减
少客户等候时间，避免出现
客户扎堆现象。此外，在每
月15日至17日养老金代发
高峰期，逢双休日增加对外
营业的网点数量，暂停网点
中午休息，减少老年客户等
待业务的时间。

被骗“扫脸”贷款

男子莫名“背上”38万贷款
以帮助别人退税为名，使用他人银行App账户，通过“扫脸”验证的方式在网

上贷款，然后偷偷转账进自己的钱包。汪某打的“一手好算盘”，让他人背上了38
万元的贷款。近日，新吴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离奇的案件。

2022年，40多岁的骆某经朋友
介绍认识了汪某。汪某声称自己熟
悉银行业务，可以帮助骆某办理工
资退税。“通过App办理后，每个月
工资可以退税好几百元呢。”听汪某
介绍后，在无锡某工厂打工的骆某
信以为真。

某天茶余饭后，骆某将手机直
接给汪某进行操作。在需要验证的
环节，汪某拿着手机对着骆某的脸

进行了“扫脸”识别，之后他偷偷在
App上办理了循环贷款，共计20万
元，期限为12个月。

由于骆某已在银行电子系统
预留相关信息且进行了人脸识别，
银行作为电子合同签订方认为借
款行为是骆某自身的意思表示，于
是很快进行了放款。当发现账户
里有扣款信息时，骆某询问，汪某
给骆某的答复是：“退税还要扣除

一部分手续费。”
之后，汪某多次使用骆某的手

机和信用卡进行“退税操作”，还向
其他银行办理了贷款业务，实际再
偷偷转入自己的账户，前后共骗取
38 万元。为了不让骆某发现，他
从贷款金额中抽取 900 元转账给
骆某。得到“好处”的骆某天真地
以为这真的是“退税款”，直到他收
到法院的传票才恍然大悟。

今年年初，银行向新吴法院提
出诉讼，要求骆某归还其借款并承
担相应的罚息、律师费。银行称，骆
某曾在该行办理过个人网络循环贷
款，现该笔借款已到期，骆某一直没
有归还本息，由此产生了相应的罚
息及复利。接到法院传票后，骆某
感到十分委屈：“法官，我也是被害
人啊！我不知道自己被贷款了。”

法院调查审理发现，骆某口中
的汪某还牵涉一起刑事案件，而这
起刑事案件和本案有着密切联系。

汪某曾多次虚构可帮忙办理入职资
料填写、个人所得税退税、销卡等事
实，骗取被害人骆某等人的信用卡
（含密码）、身份证、手机等。尔后，
汪某用被害人的信用卡转账、套现
或者以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办理银行
信用贷款并用被害人信用卡转账、
取现，先后从被害人处骗得人民币
181万余元，仅骆某一人就涉及38
万元。法院最终判决汪某因信用卡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1万元，责令汪某退赔被害

人骆某376000元。
对于骆某莫名背上的“债务”，法

官对骆某进行了释法：“现有证据不
能证明银行在发放借款过程中非善
意且存在过失，并且刑事案件中也责
令汪某将所骗金额退赔给各被害
人。作为借款的相对方，银行有权要
求骆某赔偿因违约而给银行造成的
损失，包括因实现债权而导致的律师
费等相关费用损失等。”最终，法院判
决骆某赔偿银行借款本金和利息、罚
息及律师费等20余万元。

以退税为名“扫脸”

被判赔偿相关费用

优化支付系统 助力弥合“数字鸿沟”

打造适老化网点 满足特殊服务需求

开展适老化宣传 构筑“金融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