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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推动解决目前
民营中小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普遍面临
的融资难等问题并形成长效机制，日前，杨
浦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牵头召开“发挥基
层商会作用 杨浦‘政会银企’四方支持民
企复工复产推进会”。泰隆银行上海杨浦
支行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政会银企”四
方合作机制的签约。“政会银企”四方合作
机制的建立，是杨浦区服务民企的重要举
措和有力探索，其聚焦当前中小微企业融
资问题，推动银企建立更加稳定、便捷、高
效的合作关系，发挥政府在企业融资中提
供政策性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等中间组织
在企业融资中提供信息服务、银行在企业

融资中进一步降低风险、企业在自身融资
中增强信用的作用。

泰隆银行上海杨浦支行作为签约代表
之一，将积极响应推进会“政会银企”四方合
作机制的创新做法，精准对接民营中小企业
有效金融需求，做好差异化的融资，不断提
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与
企业共赢。同时，杨浦支行推出专项信贷规
模，在业务上，可通过办理无还本续贷、调整
还款计划、延长还款期限、利率优惠等措施，
帮助缓解疫情期间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在
服务上，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审核速度，
支持容缺办理业务、减免手续费用等措施，
不断助力小微企业的复工复产。

泰隆银行上海杨浦支行加大信贷支持 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广告

这支名为《余年无骗》的 MV，其实
是奉贤公安分局出品的又一力作。我
们看到一群充满正义感的警察，却穿
上了戏服演起了古装。然而，这居然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奉贤分局
就已经制作发布过两部古装 MV，分别
是反诈题材的《知否知否—这是骗子
的计谋》，与禁毒题材的《不染毒》，两
部作品全网点击量破亿，得到了很多
网友的喜爱和认可。

网友纷纷表示震惊，原来当警察居
然还要会唱歌、演戏，甚至是扮女装
……通过先前的两支视频，也让奉贤分
局的民警们变成了“网红MV团队”。而
奉贤分局的宣传科科长刘彬正是这支

团队里的“总导演”。刘彬说，正因为前
作的火热，让他们认识到“脱下警服，穿
上戏服”这种“另类”的宣传新路子是行
得通的。

这次他们又选择翻唱《庆余年》的
片尾曲《余年》，同时把一些诈骗手段融
入视频创作中，由警察们自编自导自
演，拍成了这支趣味十足的普法视频。

“《庆余年》作为热播剧，本身具有一定
的粉丝群体，有着很高的关注度，我们
也是把一些诈骗手段穿插在作品本身
的一些剧情和桥段里面，这样也更容易
让网友们接受，同时我们的作品取名为
《余年无骗》，也表达了我们一个美好的
愿望。”

警察穿上古装拍MV
只为让你“余年无骗”

“反诈在岁岁年年里，一定要学会，余年
的防骗故事里，不看会后悔，茫茫人海里，遇
见你神魂颠倒命中就是你，谁又知网线那边
是男还是女……”起初看到这支改编自热播
剧《庆余年》的MV时，你可能会以为又是哪
个有才的网友做的搞怪视频。但仔细一听，
歌词里说的都是反诈骗的警示内容，而MV
里的演员竟然都是警察。 青年报记者 蔡娴

记者：和之前做的视频相比，这次有

什么亮点和创新？

刘彬：虽然我们是小成本制作团队，
但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不断进步。
这次的MV制作我们也很用心，比如借了大
量的服装，在道具的制作上也很花心思。
我们想尽量还原剧中角色的造型，让网友
看得更有代入感。虽然，我们的“服化道”
还是一如既往的粗糙，但在很多小细节
中，细心的网友也能看出我们的用心之
处。这次甚至还使用了“特效”（主角练功
时水柱喷涌而出）。因为之前积累了经
验，这次的拍摄和制作，我们的效率也提
高了不少。

记者：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好玩的

小故事？

刘彬：那非常多。比如，我们在现场
缺了给主角扎头发的布条，就临时找了根
领带凑合；为了拍主角练功时，树叶飘下
的镜头，我们捡了好多遍的树叶；为了拍

“鸡腿姑娘”那幕戏，所有人的午饭都是鸡
腿饭，鸡腿还不许吃，却在拍摄间隙被小
狗给叼走了；拍摄地是免费开放的公园，
有时候会引起路人的围观，有要找我们合

影的，还有要微信的等等。
我们的团队非常了不起，克服了很多

困难，由于只有一天的拍摄时间，在拍摄
间隙，累了就直接往水泥地上躺，打个瞌
睡。拍摄的时候，天气非常冷，大家穿的
戏服却很薄，也没有人抱怨，我们只想创
作出更好的作品，把作品中的防范知识传
达到更多的人心里去。

记者：之后还有什么拍摄计划吗？

刘彬：近期我们开通了官方抖音账号
“警民直通车奉贤”，反诈小剧场“骗纸马
上发”也已经上线。我们想通过一个骗子
的视角，每集介绍一种诈骗手段，也希望
大家喜欢和关注。同时，如果有好的题
材和创意，我们的古装MV还是会持续做
下去。

当然，无论形式、载体如何变化，我们
的初心不变，永远为了公安中心工作服务，
永远将老百姓的事当成头等大事。我们一
直有一个想法，不管作品的点击量如何，哪
怕只有一个人因为看了我们的作品从而避
免被骗，我们就是成功和幸福的。更多人
提高了防骗和反诈的意识，就离我们“天下
无贼，天下无骗”的目标更近一步了。

防范宣传各类诈骗手段一直是公安
民警的主要工作之一，据刘彬介绍，这一
部MV的整体构思和第一部“知否”同出
一源，是小品式的诈骗手法讲解。“我们
借助这部剧里的一些人物和桥段，来给
观众简单直白地展示骗子的手法，将骗
子在各类案件中的惯用手法、惯用伎俩，
标志性的一些操作予以表现。这样做的
好处就是观众可以很直白地看懂日常生
活中遭遇骗子时可能发生的情形，而且
看过剧的观众也会很有代入感，从而更
能加深印象。”

短短3分多钟的MV，倾注了制作团队
不少的心血。比如被网友盛赞的“百万填
词”，“我们是下过一番苦功在歌词的创作
里面，既要真实反映诈骗手法，又要押韵，
还要语义连贯。我们每次改编完歌词都
会集体头脑风暴一下，务求找到最为合适
的表达，这个作品中也是介绍了网络交友
诈骗、街头诈骗、网贷诈骗、冒充领导诈

骗，彩票中奖诈骗、投资理财诈骗、保健品
诈骗等多种常见诈骗手段。”刘彬说，剧本
的创作基本和歌词是同步的，他们围绕现
有的歌词展开表演上的联想和讨论，再到
最终实现，都精益求精，甚至有时到了拍
摄现场仍在调整。刘彬和主创团队为了
视频效果更生动，连刷了好多遍剧。他们
挖空心思地去把诈骗手段和原剧结合在
一起，所以也常常会冒出一些天马行空的
想法，比如“陈萍萍”吃了“补药”之后站了
起来，“五竹”摘掉了蒙眼布目光如炬地看
书等桥段，惹人发笑。

在刘彬看来，他们在宣传手法上不
断求新求变，都是为了帮助大家防范无
孔不入的诈骗分子：“选择豁出这张老
脸，用十二分的敬业和最灵魂的演技，还
有最真诚的嗓音，就是想提醒镜头前的
每一位市民。希望我们的作品，被多一
个人看见，就少一个人上当。这是我们
的初心。”

“百万填词”+“灵魂演技”

把反诈视频拍成了“连续剧”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