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ATM机上取钱发生异常情况，你
会怎么处理？陈先生为了在ATM机上
取2000元，结果却被骗了5.7万元。来
看看这一案例。

近日，陈先生打算在某银行的ATM
机上取2000元，输入密码并点击取款
后，ATM机屏幕显示“取款交易成功”，
但钱款却迟迟未能从出钞口吐出。情急
之下他看到 ATM 机旁边贴有一张

“ATM 机操作提示”，上面写有“如您在
使用ATM机时出现任何问题，请勿随意
操作，及时拨打电话XXX处理”。陈先

生以为这是该银行的客户服务热线，立
即拿起手机拨打了该电话，却忽略了
ATM机屏幕上的一句提示：“任何ATM
外的提示或表示均非本行行为。”

电话很快接通，对方自称是某银行
客服，并称陈先生的借记卡存在风险，要
求陈先生按照其指示步骤进行操作，并
以“保护客户卡内资金安全”的名义，要
求陈先生将卡内所有剩余资金5.7万元
通过手机银行全部转入对方指定账户
内。该“客服”告知陈先生，可在次日来
该银行网点取回卡片和5.7万元现金。

第二天一早，陈先生到该银行网点
要求取回卡片和现金，在工作人员的解
释下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随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后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
陈先生使用的ATM出钞口被人用异物
堵住，造成不能正常吐钞。

陈先生遇到的这一行骗手段并不高
端，却充分利用了银行卡用户在发生钱、卡
被吞时着急慌张的心态，让人防不胜防。

那么，作为银行卡用户，应该如何防
范这样的骗局？中国光大银行宁波分行
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首先，一定要保持

冷静，即使发生钱、卡被吞也不要慌张，
第一时间拨打ATM机所属银行的客服
热线告知相关情况，银行在查明情况后
会尽快退还卡片和现金。其次，应保持
警惕性，谨慎对待任何需要你提供银行
卡密码或向来历不明的账户转账的要
求，切不可因轻信所谓的公告、提示或客
服而上当受骗，造成财产损失。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邹琳

警惕ATM机诈骗！
钱、卡被吞，应第一时间跟所属银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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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红菱丰收时
价格相比去年，每公斤涨4元
农民们忙得不亦乐乎

9月26日下午，记者来到慈溪胜山镇胜东
村红菱基地，走进田间一眼望去，蜿蜒河道里
铺满了“绿鳞”，这就是红菱。农民们坐在木盆
里采摘，忙得不亦乐乎。

眼下正是红菱丰收时节，今年市场价每公
斤还比去年涨了4元钱，给农民们带来了更好
的效益。

种植红菱的田间河道不深也不宽，农
户们坐在木盆里漂浮在水面、弓着身子边
划边采摘，红菱浮盘可以一株株轻松捞起
来，每株都能长五六只，挑选成熟的采摘下
来即可。

在采摘现场，记者看到一名老伯，他
叫陈孝强，今年已经74岁了。当天一大
早，他和老伴一起来到自家的河道里采摘
红菱。

“红菱都要现采现卖，这样才新鲜，口
感好！”陈孝强介绍说，他家种植了2亩红
菱，从7月份采摘期开始，至今生意都没停

过。特别是中秋节前，许多企业老板来订
购，送员工、送客户，有一家单位一下子就
订了80多箱发给员工。

“今年虽然经历了两次台风，但红菱影
响不大，依然丰收，价格相比去年，每公斤
涨了4元。”陈孝强乐呵呵地说，今年红菱
刚上市时最高价格卖到了每公斤40元，现
在进入产量高峰，价格也有每公斤20元。

采收的红菱既可以卖给村里的专业合
作社，也可以自己拓展销路。陈孝强的小
女儿平时喜欢玩自媒体，她通过微信朋友
圈销售红菱，也吸引了不少客户。

价格相比去年，每公斤涨了4元

“红菱的产量还是比较大的，7至10天
便可采收一次。”农户高国治告诉记者，红
菱会不断生长，每年7月份进入采摘期后，
采收期可持续到霜降时节。

红菱种植不复杂，除了采收需劳动力，
其他成本也不高。“每亩年产值可达10000
多元，而且并不需农民投入太多时间，村里
农民大多将种红菱作为副业，有这个收入
还是挺不错的。”高国治说。

记者了解到，胜山镇是慈溪红菱的
主产区，而胜山红菱种植主要就在胜东
村，该村种植红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年前。

为了帮助农民增收，进一步做大做
强农业产业，当地党委政府进一步推动
红菱产业，走农业产业化、农旅结合的发
展道路。

记者在红菱基地看到，这里俨然是一
个“农业公园”，门口是一座自然古朴的竹
牌楼，走进基地，蜿蜒的河道像穿上了绿
衣，全都长满了红菱。沿着河道还有小桥
亭台、休闲步道……这些都是当地政府为
农旅融合发展而投建的基础设施。

7至10天可采收一次，亩产值上万元

近年来，在上级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慈
溪胜山镇在传统红菱种植基础上，搭建平台、打
造品牌，走农旅融合之路。成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合力打造“红菱基地”，使原先低小散的菱农
开始了专业化种植。

基地还聘请宁波市农科院专家开展指导，合
作实施红菱生态种植技术研究，提供农业技术服
务、信息服务、特色经营咨询服务等，大大提升了
农产品品质。

在品牌打造上，慈溪胜山镇还注册了“胜山
红”商标，对胜山产红菱进行统一包装、统一运
营，并采用“基地+农户+合作社”的产销模式，扩
展了红菱市场销路。

此外，该镇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推广，举办
多届“红菱节”活动，将红菱基地打造成集观光、
采摘、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体验区。目
前基地已成为宁波市首个红菱生产标准化示范
区，累计吸引游客超过7万人次，助力农民增收。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胡群力 胡立琼 文/摄

打造“胜山红”品牌，助农增收

农户采红菱农户采红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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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采上的红菱刚采上的红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