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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何嘉莹 顾蔚 葛思彤

近年来，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越来越猖獗，其中一
种重要骗局就是“游戏交易诈骗”，
高发时间为节假日。近期，我市各
地公安机关民警纷纷走进幼儿园及
中小学，给孩子们上安全课。

警方提醒，家长的网银密码一
旦“失守”，孩子被骗的概率就会
大大增加。

新瓶装老酒
却总有孩子“受伤”

5 月 22 日，今年 14 岁、家住
江北的小杨 （化名） 在家人陪同下
报警，称自己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出
售游戏账号，然后有人联系她并表
示要购买。很快，对方便称已购买
完毕。这时，对方表示钱目前由第
三方代为保存，需要小杨完成一些
步骤才能提取。

于是，小杨在对方的指导下，
转账多笔资金用于缴纳“保证金”。
等小杨完成相关“条件”并再次联
系对方时，发现自己已被拉黑，这
才意识到上当了，损失 700 多元。

还有发生在海曙的案例。
5 月 5 日，小李在家刷短视频

时刷到了一个“明星”的 QQ 号。

加好友后，对方指责她是通过不正
当渠道添加的，并要求其与“王律
师”进行沟通处理。之后，“王律
师”威胁不按照指示操作就移交警
方处理，让其通过支付宝转账近
1.3 万元。

“近年来，针对孩子的各种诈骗
不断，要引起重视。”宁波公安相关
负责人说，孩子因相关防范意识较
为淡薄，存在自身辨别能力不足等
安全漏洞，容易被骗子盯上。

值得注意的是，骗子所用的手
法很老套，无非是诈骗噱头换了
换，但“受伤”的孩子还是络绎不
绝，有些案件案值还不小。

比如，1 月 25 日晚，象山大目
湾派出所接到一居民报警，称其女
儿被骗近 10 万元。原来，孩子玩
游戏，有陌生人加她好友，并让她
开启视频通话。随后对方对小女孩
进行威胁恐吓，要求她按照提示将
妈妈的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统
统告诉他⋯⋯所幸民警处置得当，
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并说明情况，成
功追回 9 万余元。

家长警惕
网银密码或已“失守”

“从目前的发案情况来看，每
年寒暑假，被骗的孩子比较多。”
民警说，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
多，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孩子接
触手机的时间多了，另一个是家长
忙于工作疏于监管。

骗子固然可恶，但从不少案件
中可以看出，很多时候，家长的网
银密码不知不觉中已经“失守”了。

很多家长以为自己的网银密码
很安全，殊不知孩子比你玩得还
溜，早就知道密码了。“财政大权”
在手，又缺乏足够的社会阅历，孩
子三两下就被骗子忽悠了。还有层
出不穷的孩子打赏事件，同样与家
长网银密码“失守”有直接关系。

省公安厅曾公布过一个典型
案例，事发温州。骗子也是以送
游戏皮肤为由，诱骗知道父母网
银密码的小学生转账。骗走微信
账户中所有钱后，他又诱骗孩子
主动注销其妈妈微信号，然后用
他妈妈手机重新注册微信。过了
半个多月，孩子家长发现银行卡消
费异常才知道被诈骗。

“家长一定要注意，设置安全
性相对较高的支付密码很有必要。
另外，要定期更换密码，取消‘免
密支付’，不要轻易向孩子透露，
这样才能更安全。”民警说。

受害者低龄化
反诈防骗教育很重要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受害群体
低龄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值得引起
重视。以鄞州为例，今年以来，被
骗的 14 岁以下孩子共 28 人，其中
因游戏交易被骗的有 10 人。而在
海曙，受害者为 14 岁以下的电诈
案件有 16 起。

市反诈中心公布的数据也从侧
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今年 1—5 月全市高发易发的
电信网络诈骗类别主要是刷单诈
骗、购物诈骗、冒充客服诈骗、游
戏交易诈骗和投资诈骗。其中，游
戏交易诈骗发案数占比为7.99%；男
性受害者占比较高，达到了69.77%；
年龄集中在18岁至44岁。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职工和学
生是此类诈骗的主要受害群体。而
18 岁以下的受害人有 110 人，占比
超 20%。

有鉴于此，加强对孩子的反诈
防骗教育很有必要。最近几年，宁
波社会各界也一直在这方面努力，
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孩子的反
诈防骗意识有所提高。

2023 年 4 月 11 日，慈溪市阳
光实验小学的耿植获得了由当地浒
山派出所颁发的“反诈小能手”荣
誉证书。这名 10 岁男孩曾报警，
称自己的妈妈疑似接到了诈骗电
话。因为他听到了“安全账户”这
个关键词，恰好学校教过相关反诈
知识。最终，在他的“助攻”下，
骗局破产。

“我们也要提醒家长，不少案
件中，被骗后孩子怕被责骂，就瞒
着不说，结果错失了黄金止损时
间。”民警说，反诈防骗教育，家
长是第一关，平时一定要经常告诫
孩子，而当孩子做错事情后，家长
要及时关心孩子，鼓励孩子充分和
家长沟通，这样才能及时止损。

孩子，小心电诈盯上你
警方提醒：守牢网银密码

民生关切

记 者 孙肖
通讯员 杨阳 石露蕾

“阳光洒在芦江边，映照出一
位少年郎的身影，他站在河边，
歌声随风飘荡，与悠悠的河水共
鸣⋯⋯”上周末，一首名为 《芦
江少年郎》 的原创歌曲如夏天的
清风席卷了宁波很多学生家长的
朋友圈。

这首歌的创作者是柴桥小学
的青年教师吕中。这名 1995 年出
生的年轻教师，用他的才华和热
情，为学生们精心打造了一份别
出心裁的毕业礼物。

“这首歌，送给即将毕业的孩
子们。”吕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四年的时光里，他与学生们朝夕
相 处 ， 见 证 了 他 们 的 成 长 和 变
化。在学生们即将毕业之际，他
深感不舍，于是创作了这首 《芦
江少年郎》，用歌声表达了对学生
们的祝福和期许。

歌名中的“芦江”，是北仑柴
桥的“母亲河”，也是流淌于柴桥
小学门前的“伙伴”。吕中用芦江
命名歌曲，寓意着希望学生们在

成长的道路上能够像江水一样绵
延不息，不断追寻自己的梦想。

吕中不仅在教学上表现出色，
在生活中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斜
杠青年”。他热爱诗歌、音乐和摄
影，并将这些爱好融入教学生活。
在课余时间，他常常弹奏吉他、吹
奏口琴，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
学校活动时，他用镜头记录下一
个个难忘的瞬间。就在上周末，
吕中还参加了北仑区青年教师才
艺大赛。

其实，吕中不是第一次引发
大家的关注。四年前，他刚刚入
职 柴 桥 小 学 就 担 任 了 班 主 任 一
职。开学仅三天，他就接到了一
名学生家长的电话，得知学生因
车 祸 手 臂 骨 折 正 在 医 院 接 受 治
疗。听到这个消息后，吕中立即
组织全班同学为受伤的同学手写
了祝福卡片。吕中还特意下厨做
了一道自己的“拿手菜”——油
爆虾，并买了水果，趁周末休息
时冒着酷暑赶往医院探望。吕中
的这一举动不仅感动了受伤的孩
子，也赢得了学生家长和同事们
的赞誉。

《芦江少年郎》刷屏朋友圈
北仑一语文老师创作歌曲自弹自唱送给毕业班孩子

见习记者 俞家嘉

“毛绒玩具大甩卖啦！”昨日上
午，达蓬山星梦亲子集市热闹非
凡，小朋友们大声吆喝，体验了一
把集市“摊主”的乐趣。今年“六
一”儿童节恰逢周末，在宁波，各
大景区纷纷开启“宠娃”模式，为
儿童和“超龄儿童”消费者，准备
了丰富多元、趣味十足的主题活
动。

行走的课堂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习 相 远 ⋯⋯”“ 六 一 ” 儿 童 节 当
天，月湖畔，小朋友们排成一队，
兴致勃勃地与“王应麟”对诗。

“我们在景区设置了 NPC 扮演
王应麟。小朋友们完成指定任务，
就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 《三字经》
周边。”天一阁·月湖景区有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通过 NPC 互动的
形式，让小朋友们在欣赏月湖美景
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月湖的历史
底蕴和人文故事。

当景区化身“行走的课堂”，
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推出的文

旅产品，需要实现‘游’与‘学’
的深度融合。”宁波达人旅行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冯芳芳说。

“每年，影视城都会接待来自
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千人研学
团’，我们将影视教育与研学旅行
相结合，在体验的同时达到良好的
实践育人效果。”象山影视城有关
负责人说，作为“中国十大影视基
地”之一，象山影视城因其独特的
影视文化特色，成为孩子们热衷的
研学打卡之地。

带着孩子去旅行

丢手绢、跳皮筋、击鼓传花、
老鹰捉小鸡⋯⋯在宁波火车来斯主
题乐园，“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搭
乘时光列车，两代人开启了一场传
统童年游戏大比拼。

“这都是我们‘80 后’小时候
玩的游戏，现在孩子们的娱乐活动
丰富多了。”能和儿子一起重拾这
些简单却满载着快乐的游戏记忆，
今年 36 岁的周女士十分感慨。

“带娃出门撒欢”俨然成为当
代父母周末的不二选择。携程数据
显示，“六一”儿童节前后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亲子出游订单

同比增长约 8 成。亲子游景区主要
可归纳为两大类，一是释放儿童天
性，消耗体力的各类乐园及户外运
动；二是满足儿童学习发展，增强
脑力的博物馆和演出剧场等。

在宁波博物院，一场“文物中
的动物世界”展览也吸引了不少孩
子的目光。从馆藏中精选出来的
100 件动物主题文物，带领大家走
进动物文物的世界。展览引入“孩

童视角”，以更富有童趣的表达和
强互动的装置设计，为孩子们带来
了全新的观展体验。

“亲子游集休闲、教育、亲情
等多功能于一体，节假日效应明
显。随着现代家庭教育观念发生改
变，更多家长意识到‘读万卷书不
如行万里路’，亲子旅游产品也逐
渐由观光式向体验式升级。”宁波
旅行社协会有关人士说。

亲子、研学、休闲

“六一”儿童文旅市场火热

6月1日下午，宁波市妇联举办的“粽香飘万里·遥寄思乡情”外籍女性及家庭端午节体验活动
在宁波市妇女活动中心举行。来自美国、德国、巴西等多个国家的外籍女性及家庭积极参与，通过
祈福五彩绳佩戴、端午“艾”课堂科普、美味粽子品尝等环节，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浓郁的
民族风情，品悟“细缠五色臂丝长”的美好愿景。 （伍慧 黄小芸 摄）

近日，象山影视城接待了多批研学团。 （象山影视城供图）

感受端午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颜 宁 郑 童

前天下午，镇海蛟川街道银
凤晓月小区的凉亭内，一场居民
美食分享会正在举行。大伙一边
品尝居民志愿者亲手制作的宁波
传统美食糕点，一边聊家常，其
乐融融。

此时，一群特殊的“客人”
到访——

他们是社区的社工，特别的
是，每人手上都提了一把便携式
小板凳，带了一本记事簿。他们
此行前来，所为何事？

“大伯，最近我们小区要搞雨
污分流工程，您有啥建议？”只见
社工林学峰打开板凳坐了下来，
向老年居民虚心“取经”。而大爷
大妈们一边吃着美食，一边“不
吝赐教”，提出了不少意见，现场
宛如一场温馨的家庭大聚会！

一 把 “ 流 动 小 板 凳 ”，“ 坐
实”民生大实事。

银凤社区有些特殊，它是周
边 7 个村拆迁集中安置小区和政
府保障性住房小区共融的复合型
大单元社区。近年来，随着户籍
人口外迁，外来人口流入，加上
老龄化加剧，居民们平日喜欢坐
在凉亭里、楼道前唠家常。

为了倾听居民心声，解决大
家的“急难愁盼”，今年社区推出

了“流动小板凳”计划。“我们给
每一名社工发了一把小板凳，让
他们去小区走访时带着，看到有
居民聚在一起聊天，就支起小板
凳加入‘聊天团’，既与居民混个
脸熟，又能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
并加以解决。”银凤社区居委会副
主任岑辉说。

电动自行车标准化充电驿站
的顺利推进，就得益于“流动小
板凳”。原先因为充电位紧张，银
凤晓月小区不少居民只得在家里
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存在安全隐
患。社工在日常走访获悉后，立
即上报社区。经过物居业三方协
同联动，如今小区充电驿站的选
址已确定，占地 343 平方米，建
成 后 可 容 纳 200 辆 电 动 自 行 车 ，
居民只需扫码支付就可享受“家
门口”的充电服务。

对于“流动小板凳”收集到
的居民诉求和合理建议，社工们
详细做好登记，并建立了“一般
问题现场解决、难点问题分段解
决、重大问题联合解决”的机制。

“一把‘流动小板凳’，让社
工主动走近 99 步，居民只需迈出
一小步，并通过‘板凳+服务 ’

‘板凳+议事’‘板凳+共融’模
式，让陌生的邻里熟悉起来，分
散的力量凝聚起来。”岑辉说，这
就 是 银 凤 社 区 邻 里 和 谐 的 “ 密
码”、基层治理的“良药”。

这个社区的和谐“密码”
是一把“流动小板凳”

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吴立高

理发、疏通下水管道、更换
老旧电线⋯⋯昨天，宁海县强蛟
镇薛上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暖
流涌动，一群“红马甲”的到来
让这个坐落于半山腰的小村格外
热闹。

当天上午 8 时，志愿服务队
在村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依照服
务需求清单忙着领办各自擅长的
服务项目，上门帮助村里的老人
解决“烦心事”。

这是志愿服务队走进强蛟镇
乡村开展公益活动的寻常一幕。
按照惯例，他们每周末抽出业余
时间进村开展志愿服务，被村民
亲切地称为“周末帮帮团”。

除了上门服务，志愿者还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点搭台，为
村民提供蹲点和咨询服务，健康
义 诊 、 理 发 、 剪 指 甲 、 家 电 维
修、登门排查隐患以及法律咨询
等服务项目应有尽有，服务点现
场被村民里里外外“包围”，火热
气氛不亚于过大集。

鲜为人知的是，“周末帮帮
团”大多数成员是退役军人，其
中 年 龄 最 大 的 薛 瑞 辉 已 经 75
岁 ， 年 龄 最 小 的 则 是 27 岁 的 邬
俊杰与李欣龙。目前，“周末帮
帮团”成员已有上百人，他们利
用周末休息时间进村开展志愿服
务 ， 已 坚 持 了 5 年 。 从 “ 绿 军
装”到“红马甲”，他们用一次
次行动与善举凝聚起大爱力量，
得 到 了 乡 亲 们 的 高 度 认 可 和 信
任。

“周末帮帮团”又来村里了

社工坐“流动小板凳”倾听居民心声。 （沈孙晖 颜宁 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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