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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不少读者收到银行发来
的短信提示，提醒其关注名下“沉睡账
户”的情况，并及时处理。什么是“沉
睡账户”？如何处理自己的“沉睡账
户”？

去年10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启动银行“沉睡账户”提醒提示专项
工作，持续一年，由各银行机构对“沉
睡账户”持有人进行提醒和通知。近
日，记者专访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
业务部和中国银联云闪付部有关负责
人，对读者关心的问题做出解答。

问：什么是“沉睡账户”？
答：工行对于“沉睡账户”的定义

是，5年及以上未发生主动交易，且账
户中有余额的个人银行账户。需要明
确的是，主动交易指的是存现、取现、
转账、消费等除计结息、账户管理费以
外的交易；银行账户只包括储蓄账户
和结算账户，不包括信用卡账户。

有的客户在多个银行开立多个账
户，其中一些账户并不经常使用，久而
久之就会被遗忘，甚至银行卡或者存
折也难以找到，最终就容易变成“沉睡
账户”。对于自己名下的账户是否属
于“沉睡账户”，建议金融消费者关注
相关银行的公告、提示，或咨询银行工
作人员。

问：为什么要关注“沉睡账户”？
答：“沉睡账户”易出现两方面问

题，一是对金融消费者来说，“沉睡账
户”意味着可能的个人资金闲置，并且
可能增加账户管理费等不必要的支
出。二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来说，“沉
睡账户”会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通过

各种不正当渠道收集这些账户，用于
跨境赌博、洗钱、电信诈骗等新型网络
犯罪。为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和
金融安全稳定，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
高度重视“沉睡账户”问题，及时出台
政策举措，引导商业银行规范治理。

问：如何查询名下“沉睡账户”情
况？

答：近期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
下，多家金融机构已通过电话、短信等
方式，提示金融消费者关注名下“沉睡
账户”的有关情况。收到提示后，可以
根据指引进行下一步操作。

除了接收银行提示，金融消费者
还可以自主查询名下“沉睡账户”的情
况。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中国银
联已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APP上提
供了便捷的查询渠道。用户可以在云
闪付APP中搜索“一键查卡”功能，点
击“申请查询”，经过身份验证后即可
查询个人银行卡情况。查询报告将在
24 小时内生成，用户可通过云闪付
APP查看。目前，“一键查卡”功能已
支持用户查询514家银行的银行卡开
立情况，包括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
496家区域性商业银行，服务用户超
1400万。

问：如何处理自己的“沉睡账户”？
答：金融消费者如果还想继续使

用“沉睡账户”，可以通过相关操作“唤
醒”或注销账户。以工行为例，只需通
过手机银行APP使用该账户完成一笔
转账汇款，或是去银行网点进行一次
存取款，“沉睡账户”就会变为正常账
户；如果不想继续使用“沉睡账户”，金

融消费者可凭本人身份证件到银行网
点办理销户，也可以通过手机银行
APP提交账户注销申请，银行会通过
短信通知消费者申请结果。

也有一些银行要求，发现名下的
“沉睡账户”后，金融消费者需持有效
身份证件和银行卡或存折，到银行网
点办理激活或销户，具体操作方法建
议关注相关银行公告或咨询工作人
员。

问：如何更合理地使用自己的银
行账户？

答：需要明确的是，对个人来说，
银行账户并非越多越好。开户时，要
综合考虑银行提供的账户服务、渠道
便利、安全风控、收费定价以及增值服
务等因素，结合自己的职业、生活、学
习等需求，合理适度开立银行账户。

保障个人银行账户安全至关重
要，金融消费者必须要牢牢保护个人
信息安全，在个人账户密码、有效手机
号、影像资料、证件管理等方面做好防
护，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定期梳理名下
的银行账户和资产状况，主动注销确
定不会再使用的“沉睡账户”，切实降
低银行账户被非法盗用的风险。如果
仍有必要保留多个账户，可以定期前
往银行网点或通过手机银行APP对账
户状态、资金明细及资产余额进行查
询。当出现账户遗失、信息泄露等风
险时，可以通过手机银行APP及时进
行账户挂失、修改密码等操作，以保障
账户安全。还可以利用银行提供的账
户余额变动提醒服务，及时掌握个人
资金动态。 （人民日报）

不常用的银行账户如何处理？

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2024

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提出

在促进供需对接、加强品牌培育、

加大帮扶力度等方面推进实施家

政兴农行动。

家政行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

业潜力巨大。近年来，多地重视家

政行业在稳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出

台了不少支持政策，组织农村劳动

力参与家政职业技能培训，为家政

行业输送了一大批可靠的从业

者。一些地方还形成了知名劳务

品牌，比如“吕梁山护工”“河北福

嫂”等，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

力。继续深入组织乡村富余劳动

力进入家政行业，是大有可为的工

作，值得用力推、用心办。

做好家政兴农工作，提升农民

从事家政行业的意愿尤为重要。

部分农民对做家政服务还存在一

定顾虑，不愿离开家乡、担心劳动

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心中所

忧，正是地方政府需着力解决的问

题。工作方案在培育家政兴农特

色劳务品牌、做好就业推荐、落实

各项奖补政策等方面作了相关部

署，力争把动员农民的工作做得更

细致、更有温度。解决了后顾之

忧，才能吸引更多人进入家政行

业。

家政职业技能培训是否契合

市场需求，关系家政兴农的效果。

成熟家政服务人员难找，是当前家

政行业的一大痛点。工作方案提

出，实施家政服务员技能升级行

动，加强供需对接，针对家政企业

用工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对此，

地方也应从保证培训实际效果出

发，对照家政服务需求变化，设计

好激励机制和培训课程，努力满足

行业和市场所需。

劳务输入地也要尽可能提供

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帮助进城家

政服务员尽快融入城市生活。通

过各方合力，抓好家政兴农政策落

地，发挥家政服务业促消费、惠民

生、稳就业作用，更好服务乡村全

面振兴。 （经济日报）

家 政 兴 农 大 有 可 为

高温天气，人体为了散发体内的热
能，毛孔扩张、出汗增多，此时若过度贪凉
或忽冷忽热，极容易导致夏季感冒，即大
家俗称的“热伤风”。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主任
医师韩娟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热伤风属
于风热感冒的一种，症状表现为发热重、
恶寒轻、头胀痛、有汗、咽喉红肿疼痛、咳
嗽、痰黏或黄、鼻塞流黄涕。此外，还常
常伴有消化道的症状，如腹胀、腹泻、食
欲不振等。

“患了热伤风后，有些人治疗多天，迟
迟不见好转，很多情况是因为药不对症。”
韩娟指出，热伤风的治疗应以辛凉解表为
主，症状较轻者可服用具有解表、清热、化
痰作用的中成药，但如果用药后无明显改
善或症状加重，应及时就医。同时，患病
期间应多休息，保证充足睡眠；充足饮水，
适当摄入电解质水；注意饮食均衡，少食
辛辣油腻食物。

此外，热伤风患者也可以通过按压肺
俞穴（位于人体背部，第三胸椎棘突下，左
右旁开二指宽处），缓解咳嗽、鼻塞症状。
用手指轻按穴位，直至按压处有明显酸胀
感。如果鼻塞症状较为严重，也可按压迎
香穴（位于鼻翼外缘中点旁，当鼻唇沟
中）。用两手食指分别按住两侧穴位，并
沿顺、逆时针方向各搓按50次，直至穴位
微微发热。

韩娟表示，热伤风重在预防，在盛夏
季节要保持规律的生活起居，合理饮食，
加强锻炼。不过度贪凉，使用空调时的设
定温度最好不要低于26摄氏度，室内定
期开窗通风换气。尤其要注意是，从炎热
的室外进入空调房时，应提前将汗擦干，
骤热骤冷之间要给予身体一个缓冲。

（人民网）

近期多地强降雨，空气湿度增加，故
而身体也难逃湿气的侵害。广东省中医
院治未病中心副主任中医师徐福平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湿气不除，到了冬季
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疾病，例如胃肠不适，
容易出现腹痛、腹泻，以及呼吸系统的疾
病等。

徐福平介绍，中医将湿气分为内湿和
外湿两种。内湿多因喜食冷饮、贪吃生冷
瓜果等寒凉之物，损伤人体阳气，导致脾
阳虚损、水湿不化停聚体内而成。外湿为
湿邪，由外侵犯人体而成，多由阴雨连绵，
气候潮湿，或居处湿地，或水中作业，或淋
雨涉水，或沐浴后头发未干而眠等原因导
致。

如何预防外湿侵袭？徐福平建议，日
常生活最好减少暴露在潮湿环境中，下雨
天减少外出活动、避免冒雨涉水。保持居
室干燥，如感觉室内湿气过重，可打开风
扇、空调等保持空气流通。对于室内湿度
较大的南方，可及时开启除湿机或空调除
湿。洗完澡要充分擦干身体、吹干头发。
不穿潮湿未干的、不通风透气的衣服。

“适当的运动如跑步、健走、球类运
动、瑜伽、太极等，都有助促进气血循环，
增加水液代谢，加速湿气从汗液、小便等
途径排出体外。”徐福平指出，饮食上也应
健脾祛湿兼清热，适当多食用祛湿利水的
食物，如赤小豆、薏苡仁、山药等。同时，
注意气候湿热交加，易导致食物霉变，若
发现霉变食物应立即销毁，不要食用。

（人民网）

高温天气勿贪凉 谨防热伤风

雨水多湿气重 如何预防外湿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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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清赴黑龙江、辽宁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

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
统筹抓好江河防汛城市防涝

新华社沈阳8月3日电 根据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
清2日至3日率有关部门赴黑龙江、辽
宁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
求，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统筹
抓好江河防汛城市防涝，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在黑龙江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
点，张国清向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
书记的深切关怀牵挂，详细了解受灾
损失情况和安置点吃住、就医等保障
条件。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

生活。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尽心尽力帮
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精心做好
群众就医、农作物改种补种、房屋修缮
加固等需求保障，加快受损设施修复、
排涝清淤等工作，帮助受灾地区尽快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扎实做好
救灾救助，加快资金物资预拨调拨和
保险预赔理赔，尽最大努力帮助受灾
群众减少损失。

张国清先后来到牡丹江宁安市城
区堤防、哈尔滨松花江南岸群力堤防和
沈阳三面闸泵站，沿堤察看水位水势，
调研检查防汛排涝情况，指导松花江、
辽河等流域防汛抗洪工作。他指出，当
前东北地区仍处防汛关键期，要做好流
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有效拦蓄错峰洪

水，盯紧薄弱堤段、病险水库、穿堤建筑
物等防守重点，持续开展巡堤排险，及
时高效处置险情，确保人员不伤亡、河
流不决堤、水库不垮坝。要强化城市水
系联排联调，及时组织疏通排水管网，
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提高城市内涝
防治能力和综合防灾减灾能力，保障城
市运行。

张国清强调，近期山洪泥石流等灾
害多发，各地各有关方面要持续保持高
度警觉，紧盯临山临水临坡等次生地质
灾害易发区，综合运用人防技防手段，
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切实加强夜
间、强降雨期间监测预警和道路交通等
安全管控，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
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