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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成功阻止
一起共享屏幕软件诱导转账诈骗的案件。

周女士来到建设银行宁波某网点，
称有人让她通过一个软件转账，想咨询
一下该怎么办。网点工作人员通过简
单交谈，并在消费者允许下查看其手机
发现，不法分子正通过ZOOM共享屏幕
软件诱导周女士转账，网点工作人员立
即引导周女士关闭屏幕共享。为了与
不法分子抢夺时间，网点负责人和客户
经理协助周女士拨打95533、操作STM
自助柜员机，将周女士名下所有建设银
行卡紧急挂失。网点负责人又协助周
女士查看其微信、支付宝和其他银行的
手机银行流水，确定周女士还有两家银

行卡涉及被电诈，随即帮助周女士通过
手机银行挂失所有他行卡，并拨打
96110、110，提供周女士被诈骗账户和
对方涉诈对公账户，协助公安机关进行
止付，并陪同周女士至本地派出所报
案，最后成功帮助周女士止损32万元。
离开派出所后，银行网点负责人又向周
女士详细讲解了近期社会上频发的“京
东白条”诈骗、购物交易诈骗、快递理赔
诈骗等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周女士
对建设银行的帮助表示感谢。

“共享屏幕”相当于手机的录屏操
作，它会把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全部记录
下来，并同步让对方看到，包括手机弹
框显示短信、微信、其他APP推送的内

容、输入密码操作等。利用“共享屏幕”
诈骗中，不法分子往往冒充“公检法”、
银行工作人员、网购平台客服人员等，
以帮助指引操作为由，诱导受害者使用
网络会议视频类软件的“共享屏幕”功
能。一旦受害人使用此功能，即使不法
分子不主动询问，也能看到受害人手机
上的所有信息，包括输入密码时跳动的
字符、收到的验证码等，相当于把银行
账户交给不法分子操控，和不法分子共
享了钱包。

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提醒：
1.投屏、共享或分享手机屏幕，意味着

对方可以实时看到你的手机屏幕内容，包
括你输入的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内容。

2.因特殊原因需要开启“共享屏幕”
功能时，使用过程中切勿操作支付类、
银行类APP，切勿进行输入密码、解锁、
个人信息验证等安全操作。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
局温馨提醒，谨慎下载使用含有“共享
屏幕”功能的APP，妥善保管身份信息、
银行账户信息及各类密码等，守护好自
己的钱袋子。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孙丽娜 张敏光 杜嘉明

警惕共享屏幕软件诱导转账的诈骗

用不同媒介讲烈士故事
让革命精神生生不息

烈士的故事，以不同的媒介讲述，通
过不同的形式传播，源源不断，生生不息。

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陈列了“电
台三烈士”的相关革命文物。张困斋
的展品看起来更有生活气息：一件考
究的西服，一台进口收音机。

“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潮
人’，新潮的潮，也是勇立潮头的潮。”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管理处研究员陈
玮讲述了展品背后的故事——

两件展品都由张困斋的亲侄张亚
圣捐赠，西服购于上世纪30年代，经
上海服装研究所鉴定，质地是全毛进
口面料，能体现金融业才子的丰厚收
入。从尺寸看，烈士身材并不魁梧。
但柔弱书生担起了家国重任，在组织
需要时毫不犹豫脱下洋装，深入到条
件艰苦的江南农村抗日游击区。收音
机购买于1946年，张困斋主要为了收
听延安广播电台的消息，他常常深夜
把声音调到最小，耳朵贴近收音机，边
听边记录。张亚圣一直记得当孟良崮
战役胜利消息传来，叔叔张困斋和父
亲张承宗分享时两眼放光的表情。

智慧星光新媒体研究院院长、浙大
网络思政中心特聘教师赵华奇认为，红
色宣传不能过“硬”，他建议利用互联网
载体，烈士故事可以制作成生动的短
视频，在B站或爱奇艺播放，也可以改
写成“喜马拉雅”的故事，文案设计也
要突破传统思维，烈士纪念馆和公园
等可以利用小红书“种草”甚至高德
地图推广……传播没有标准答案，但
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引导，烈士精神会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越来越多的人。

供稿：北仑区委党史研究室

纪念张困斋烈士诞辰110周年

嘉宾专家共话
伟大革命精神传承

“为了人民的
解放，为了共产主
义在中国的实现，
我愿牺牲我的一
切，连我的生命。”
在23岁最好的年
华写下的誓言，最
终用生命来兑现。

他是张困斋，
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原型之一，
一位为了新世界
的到来，斗争在隐
蔽战线、长眠于黎
明前夜的共产党
人。

当滴滴答答
的电报余音穿透
岁月，回响在一代
代人的心头，许多
人记住了他的样
子——

昨日，纪念张
困 斋 烈 士 诞 辰
110 周 年活动在
他的出生地——
宁波市北仑区小
港街道举行。数
十位嘉宾专家济
济一堂，追忆烈士
短暂却波澜壮阔
的一生，畅谈伟大
革命精神在新时
代的意义。

为这世间留下一些
看得见、摸得着的纪念

“我3岁那年，有点懂事了，看到家里
墙上挂着一张陌生人的照片，就很好奇，这
是谁呀？母亲说，这是外公张承宗的弟弟、
二外公张困斋，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人。”张
困斋侄外孙沈小平受邀而来，他的回忆，真
实还原了一个赤诚勇敢的青年。

作为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
沈小平每年要给学生们讲十几遍关于“二
外公”的故事。虽未曾谋面，但通过长辈的
描述以及张困斋留存在世间的点点滴滴，
他觉得二外公是一个甘为革命事业洒热
血、同时又顾家重情之人。“母亲13岁时得
了肺结核，当时相当于绝症，但外公忙于革
命常不在家，是二外公不惜代价让她住院
治疗，才将她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二外
公新婚不久的妻子染病身故，别人劝他另
娶，他说‘等中国解放再议婚事’。只是，他
没有等到这一天。”

在家人眼里，张困斋是情深意重的儒
雅书生，眼里、心底藏着款款深情。

不是只有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生前
隐姓埋名、为革命事业奉献生命的烈士，应
当被铭记，也应当有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纪念留下来。现场，北仑作协副主席兼秘
书长彭素虹谈及新书《永不消逝——张困
斋传》的创作历程，她发现，越靠近张困斋，
他的身影就越发清晰。历时7个月，从构
思到寻访，再到落笔，一个一往无前毅然果
敢的英雄形象立体而丰满。全书13万字，
彭素虹在键盘上敲出的每一个字，也重重
地落在她心间。

宁波晚报首席记者樊卓婧与团队受小
港街道委托，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循着张
困斋的成长、革命路径，实地走访北仑小港
衙前村、上海、无锡等地。一部7分56秒的
纪录片为当天活动开篇，讲述了一个拿着

“富二代”剧本的青年，为何踏上隐秘战线，
又是如何在重叠交错的危机中，坚韧隐忍
地穿过最黑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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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激励后人砥砺前行

张困斋的革命精神，留给后人怎样的
价值与思考？上海市静安区文化旅游局二
级调研员张众从张困斋与长兄张承宗开设

“丰记米号”，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店的斗争
经历展开。米店的对面就是国民党宪兵司
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张困斋既负责掩护
中共地下党机关，又担负着秘密电台的收
发工作，还学习了日语、俄语，致力于编译
重要资料、潜心研究收发电报技术……

“他们身上有愿为解放事业随时牺牲
自己的精神，有勇于把危险担在自己肩上
的大无畏精神，以及舍小家顾大家的精
神，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都值得所有人
铭记学习。他们斗争的所在地上海以及
宁波北仑的家乡人民更应为他们骄傲。”
张众表示，北仑小港为张困斋事迹的传承
打造纪念馆，为其树碑立传，供后人瞻仰
学习，意义深远，同时也构建起了上海静
安和宁波北仑两地红色文化互助共建的
桥梁。

张困斋又名“人杰”，其精神无愧此
名。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处处长张水
利将同为北仑籍革命烈士的张人亚，与张
困斋进行了对比，发现两人无论是姓名籍
贯、人生际遇抑或革命历程，都有惊人的相
似点。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
定信念，为人民解放不懈斗争的革命精神，
都让他们永远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张困斋为人
民解放事业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他的名
字连同他的丰功伟绩，注定要镌刻在中共
党史的光辉册页上，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
中华儿女砥砺前行，身为人杰，死亦鬼雄，
伟哉人杰，壮哉人杰！”这段黑暗中永不消
逝的“红色电波”，回荡在时代的长河中，
自有我辈前赴后继，与之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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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困斋侄外孙沈小平在深情讲述张困斋侄外孙沈小平在深情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