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开展“3·15”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
������为切实践行“守信用、担风险、重服务、合规范”
的保险行业核心价值理念， 着力打造诚实守信的周
口保险业形象， 近日，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积极响应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周口监管分局办公室关于
开展 2024 年“3·15”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活动的通知》及相关要求，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及县域各网点在

营业大厅内悬挂 “金融消保在身边 保障权益防风
险”条幅，在柜面、反洗钱咨询台放置防范非法集资
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折页。

3 月 12 日至 3 月 15 日，平安人寿周口中支及县

域各网点开展户外宣传活动， 为广大金融消费者普
及维权知识。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详细解答金融消
费者关心的金融热点、疑点、难点问题，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宣传普及金融知识， 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产
品选择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引导他们树立理性的
保险消费观。 ②25 （平安）

工行周口分行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为贯彻落实金融为民服务理念 ， 切实增强

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3 月 15 日 ，工行周
口分行组织开展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
活动 。

当天 ，该行工作人员来到某广场 ，通过设置
咨询台 、悬挂宣传横幅 、发放宣传折页等方式 ，

向过往群众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 反洗钱 、
反假币等金融知识 ，面对面为群众提供金融咨
询服务 ，不断增强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和维权
意识 。

该行辖内各营业网点充分利用 LED 电子显示
屏，播放宣传标语，扩大宣传效果。在客户较多时，该

行工作人员利用厅堂微沙龙的形式， 向客户普及金
融安全知识、提示金融风险，为客户提供结算、理财、
信用卡分期等金融服务，助力我市区域经济发展。

工行周口分行通过开展此次宣传活动， 提升了
群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增强了群众的风险辨别能力，
践行了金融为民的责任担当。 ②12 （李玉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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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她在外创业成功后，为助力乡村振兴毅然回乡发展；
她靠诚信经营，不仅打开了市场也赢得了口碑；她勇于开
拓创新，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她就是商水县巴村
镇返乡创业女青年陈高亚。 “家乡劳动力资源丰富，乡风
淳朴，营商环境较好。 ”近日，谈及返乡创业的感受时陈高
亚感慨道。

支持家乡发展 毅然返乡创业

2016 年，经过认真考虑，在外打拼十几年的陈高亚决
定返乡创业。返乡后，陈高亚在巴村镇创办了冰冰套口加
工厂，带动周边 40 多位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 她们有附
近乡镇的脱贫户，还有留守老人和妇女，每年收入在 4 万
元至 6 万元之间。

8 年前，陈高亚 28 岁。“我是喝家乡的水长大的，在外
打工会思念家乡和亲人。另外，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
我有了创业机会。 现在农村道路硬化了，网络开通了，自
来水也有了，物流越来越便捷，到江浙沪一带很方便。 ”问
及回乡创业的原因，陈高亚说。

陈高亚告诉记者，她通过观察发现，家乡很多妇女为
了陪伴孩子，不再外出打工，劳动力较多。另外，当前农业
机械化程度较高，干农活已经不需要太多人力。 于是，陈
高亚决定引进产业，创办企业，帮助留守妇女再就业，也
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依靠诚信经营 赢得良好口碑

陈高亚的判断是准确的，周口市是人力资源大市，劳
动力资源丰富，较沿海发达地区具有价格优势。通过与浙
江的大厂合作， 陈高亚的冰冰套口加工厂在巴村镇成立
了，附近乡镇和村庄的留守妇女纷至沓来。 “我直接和浙
江的厂家合作，工价比较高，熟练工人一个月最高可以拿
到 8000 元的工资，平均每人每月能赚 4000 多元。 ”

厂里的一位大姐笑着说：“在这里打工不仅能挣工
资，还能陪伴孩子、管护农田，真是一举多得。 ”记者了解
到，加工厂效益不错，带动了附近村民就业。

谈到创业的艰难，陈高亚眼睛湿润了。 “疫情期间，加
工厂经营困难，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虽然加工厂规模不
大，但是几十个姐妹还要靠它增收。 返乡创业最怕资金不
足，曾有一段时间应收款项没有如期收回来，资金压力较
大，也不敢告诉家人，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她说。

虽然有困难，但陈高亚依然诚信经营，从不拖欠工人
工资，每月都如期足额发放，在当地口碑很好。 合作方的
钱如果没有及时到账， 厂里就用其他资金垫付工资。 对
此，工人比较满意。 “我们在这里打工根本不用担心欠薪
问题，工资都是按时发放。 ”一名工人说。

创新发展模式 助力乡村振兴

谈及经营之道，陈高亚说：“干这行既要找对合作方，

也要精准服务消费群体。 ”如今，冰冰套口加工厂采取“1+
N”的经营模式，“1”是指一个加工车间，陈高亚在巴村镇
建立一座面积近 200 平方米的加工车间，距离较近、时间
充足的工人就集中到车间上班，中午还有免费午饭；“N”
是指多个加工点， 对那些要照顾孩子不方便到加工车间
上班的村民，她就把几十台机器安装到巴村、谭庄、舒庄
等乡镇村民家中，让她们足不出户也能工作。

问及以后的打算，陈高亚信心满满：“近年来，在镇党
委、镇政府的关心下，当地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商水县工
商联等单位主动上门服务、解决问题，让我扎根家乡的信
心更加坚定了。 ”

陈高亚告诉记者，下一步，她将继续带领工人扩大生
产规模，不断提升助力乡村振兴的服务能力，让更多的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家乡特别需要敢想敢干的年轻人创业，支持家乡建
设。”当地村干部说，“陈高亚热爱家乡，在疫情防控期间带
头捐物， 希望像她这样有爱心有担当的年轻人更多一些，
这样家乡的未来才会更加美好！ ”②18

商水青年陈高亚：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马治卫 文/图

陈高亚（左）与工友在一起。

陈高亚在检查产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