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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奋提到，在帮教余某戒毒的过程中，还
有一个特殊的功臣，那就是猫，“接触时间一
长，我常闻到余某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就
多问了一句。余某说可能是喂猫时留下的。”

仔细询问后，郑奋得知，余某特别爱猫，
曾每月自费上千元买猫粮，喂养社区的流浪
猫，但是后来因为经济条件限制，这一举动难
以为继。“他真的太喜欢猫了，给每个流浪猫
都起了名字，有时候没钱了，宁可自己不吃
饭，也要给猫买猫粮。因此，单从转移余某精
力的角度，我们也非常支持他救助流浪猫。”

于是，郑奋和同事帮忙联系了附近的员工

食堂，让余某可以过去搜集食堂剩余的饭菜喂
猫。不过，余某收养流浪猫的行为引起邻居的
反对，认为流浪猫数量增加影响了小区环境。

为让余某能够安心照顾流浪猫，郑奋他
们又与民政部门联系，代余某申请了救助流
浪猫的公益创投项目，另外选址开辟了一个
流浪猫看护园。

从这以后，余某就成了一名“职业铲屎
官”，照顾流浪猫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近几年，余某专心照顾流浪猫，曾经“网
瘾+毒瘾”的日子，也离他越来越远了。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江丽珍 黄慧庆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微信已经成为大家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网络交流工具，有不少年轻人
还喜欢通过漂流瓶功能，偶遇新的朋友。但是，
最近出现的通过漂流瓶送礼物的方式，却存在着
骗局的可能性。

宁波的90后小伙小王平时喜欢玩微信，也会
通过漂流瓶摇一摇等方式结识新朋友。前几天
的晚上，他收到了一条漂流瓶的信息，头像是一
个年轻的女子，打开之后，上面写着：“我最近失
恋了，之前买给男朋友的礼物也退不了，如果收
到这条信息的有缘人想要，我就送给你。”

抱着好奇心，小王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
通讯地址，等着对方送来的神秘礼物。没过几
天，他还真收到了对方寄来的小礼物，但是快递
要求的是货到付款，于是他付了50元拿到了这个
小礼物。打开一看，是一个男士钱包，但是感觉
品质不太好。他随后上网查询了，同款的钱包网
上售价在30元左右。“当时就有点上当受骗的感
觉，有点不爽。”

记者随后采访了有关快递业内人士。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快递小哥表示，其实这种“玩法”
已经不算新鲜事了，只是快过年了，这种货到付
款的快递又多了起来。

快递小哥说：“其实这是商家想出的一种新型
推销方式，只要你在网上泄露了个人信息，他们就
会随机派送商品，采取货到付款的形式，把东西卖
给你。”之前，这种所谓的免费送的礼物都是通过
QQ群、微信朋友圈等传播，现在又有人想到了摇
一摇、漂流瓶等方式，这样就更加随机。这位快递
小哥也告诉记者，自己经手送出去的这类商品，有
钱包、皮带、小首饰等，价格一般都在几十元。“很多
人出于好奇或者碍于面子，一般都付钱拿东西走
人。”不过，他也提醒，如果觉得货到付款不合适，或
者收到不知情的快递，直接拒收就好了。

对此，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周丽娟表示，遇到
这种情况首先要明确，消费者付的钱是货款还是
邮寄费用。如果是邮寄费，明显超出合理范围。
如果是赠与，那就不应该再支付货款。这种情况
可能是某些商家推出的一种新的促销方式，但是
涉嫌强制消费。也许消费者损失的金钱数额不
大，但是泄露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
用，造成更大的损失。消保委也提醒广大消费
者，不要抱着贪图小便宜或者好奇的心态，随意
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遇到这些不明情况的快
递，最好拒收。

吸毒男喜爱“撸猫”
社工帮扶他参加相关公益项目

男子救助了猫
也救了自己

前天，海曙西门街道“6·26”禁毒工作站的社工郑奋和同事来到余某家中走访，余某讲了
自己最近的生活状况后，拉住郑奋的手连声道谢。

4年前，余某因两次吸毒被查，被送到西门街道禁毒工作站进行社区戒毒。帮扶过程中，
禁毒社工郑奋像家人一样关心他，在发现余某喜欢“撸猫”后，专门去申请了救助流浪猫的公
益项目，让余某去救助流浪猫，以转移精力。社区戒毒期满后，余某再也没有复吸。这一案
例，最近也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优秀教案二等奖。

由于家里条件不错，余某30多岁了还没
有找过一份像样的工作，长期沉迷于网络游
戏，后来染上了毒瘾。2009年、2013年，他
两次吸毒被公安机关查获，2013年底，被责
令到西门街道禁毒办进行为期3年的社区戒
毒。

郑奋至今还记得与余某第一次交流时的
情况，“当时，我随口问了问他日常生活和家
里的情况，没有跟他大说特说毒品的危害及
案例。因为在彼此不熟悉时，讲那些说教的
内容，很容易引起他的抵触情绪。”

之后几次交流，郑奋也都是站在朋友的
角度，关心余某，给余某分析吸毒对自身和家
人带来的危害，“那时，余某还很不以为然，他
说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吸毒是为了保持旺
盛精力，可以三四天不眠不休地去打游戏。”

毒瘾加网瘾，让余某的情况比一般戒毒
人员更复杂。“他整天无所事事，生活方面大
多依靠父母，也不跟社会接触。我心里有个
初步的方案，就是要让他增加与家人、社会的
互动，帮他找到生活的目标，引导他回归社
会。”郑奋说。

平时，郑奋在从生活上关心余某，多跟余
某交流，时间长了，余某也愿意跟她说一些心
里话。

有一次，郑奋发现余某的尿检情况不太
对劲，但她没有点破，反而对余某越发嘘寒问
暖，关怀备至。几天后，余某自己来到办公室

“自首”：“郑老师，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你对我
这么好，我还骗了你。上一次做尿检，我是作
假的……”

“我知道，不说破也是希望你能自己改
正。远离毒品，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和爱你
的人，我希望你能认识到这一点。”郑奋当时这
么对余某说。

有了这样一次经历之后，余某更加信任
郑奋，把郑奋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在帮扶过程中，我也发现，余某人不坏，
很孝顺也懂感恩。”郑奋告诉记者，余某的父
亲后来被查出得了重病，他越发希望儿子能
够摆脱毒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余某为了
不让父亲担心，每天在家照顾父亲，基本不外
出，“我看到老人拖着病体还要陪儿子到工作
站尿检，心里非常不忍，就和同事上门为余某
尿检，也顺便与父子俩谈心。这件事让余某
非常感动，对我们的工作越发配合，还愿意去
街道互助中心登记应聘信息，说要找到工作
自力更生。”

他沉迷网游多次吸毒

他终于把社工当成了朋友

救助流浪猫让他彻底改变

漂流瓶收到神秘礼物？
小心！有可能是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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