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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形形色色受骗上当者的心理，或多或少出自
心存贪念、盲目自信、认知偏差、情感空虚、敬畏权力等，
诈骗者正是抓住了受害者的这些心理，才屡次得逞。”7
月29日，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的黄警官在宏泰广场
开展的一场反诈宣讲，吸引了众多往来者驻足聆听。

现场举办的是“2022平安守护者·暖橙行动”，该
活动由宁波市反诈中心指导，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平安产险宁波分公司、平安人寿宁
波分公司、平安普惠宁波分公司、平安银行信用卡中心
宁波分中心联合主办，活动不仅走进公共场所向市民
进行反诈宣传，还通过甬上APP进行同步直播，向更
多的网民传播普及反诈知识。

牢牢守住“钱袋子”，识破骗子的各种骗术不光要依

靠公安的力量，更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引导公众
树立反诈意识，积极营造清朗环境。为此，“2022平安
守护者·暖橙行动”过程中，由市反诈中心与平安集团在
宁波地区的多家子公司联合成立的反诈宣传工作站也
于当天正式揭牌，同时还成立了一支52人的反诈宣传
志愿者队伍。今后，平安守护志愿者们将承担起宣传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的重任，将反诈理念和技能深入农
村、社区、学校、企业，守护甬城市民的“钱袋子”。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平安守护者·暖橙行动”系列活动主要目的是提高
广大消费者金融素养，体现金融温度，传递社会关爱，
在提升消费者反诈意识和反诈技能的同时，也提升他
们的金融服务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希望通过“平

安守护者·暖橙行动”帮助广大群众增强防骗意识，守
住“钱袋子”，防止市民上当受骗，营造抵制电信诈骗犯
罪的良好氛围。 记者 周雁 实习生 董心乐

平安守护志愿者向市民宣传反诈知识。
记者 杨辉 实习生 董心乐 摄

平安守护者 筑牢反诈防线

燕子南迁，为何偏爱在姜
山这一带逗留呢？这个问题，
让当地村民很费解。

宁波野生动物园动管部副
经理卓开存说，每年4月-7月
是燕子的繁殖期，从8月底9
月初开始，这些夏候鸟就会成
群结队往南迁徙。

眼下，正是它们不断“呼朋
唤友”，来壮大自己队伍的时
候。9月份以后，这种壮观景
象就难觅踪迹了。在寒潮来临
前，它们会成群结队往南迁
徙。“每天19点左右，天气相对
比较凉快，温度合适，燕子们就
会集体飞出来聚集。”卓开存
说。

为何年年都会出现这样的
景象？卓开存解释说，燕子在
沿海地区往返迁徙时，通常都
有固定的路线和栖息地，“燕子
主要以蚊、蝇等昆虫为主食，一
只燕子一个夏季可捕食农田里
的各种害虫50万只以上。而
姜山附近人为干扰因素少，农
田众多，生态环境比较适合它
们栖息，年年都来也不足为
奇。”

卓开存说，燕子属于“三
有”保护动物（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受法律保护。当聚集的燕
子种群达到一定数量时，会对
生态系统产生很好的调节作
用，不宜驱赶更不能伤害它
们。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法律
规定，对于“三有”保护动物，私
自捕捉1只就违法，捕捉20只
以上就构成犯罪，捕捉50只以
上，就将被追究严重的刑事责
任。

每年夏天，不妨来姜山听
一场“空中音乐会”，但别去打
扰它们。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陈思燕 通讯员 余璐

夏天傍晚
成千上万只燕子

集结姜山

上演
“空中音乐会”

附近居民却对它们又爱又恼
人鸟如何和谐相处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你们看，黑压压的都是燕子，
这场景太壮观了！”这段时间，每晚
19点左右，在鄞州区姜山镇东方路
上，都会上演“燕子纳凉”的景观。

成千上万只燕子从四面八方飞
来，在空中盘旋一阵后就停在两侧
的高压电线上，叽叽喳喳，好不热
闹。当地村民说，这样的场景已经
持续 10多年了，每年 7月到 8月中
旬，燕子都会“如约而至”。专家认
为，这种行为和燕子的迁徙有关，说
明当地生态环境好。

7月 31日 19点，天
色渐暗。在姜山镇东方
路上，本在小巷口乘凉
的人们，突然集体向一
旁的大树底下挪了挪位
置。“到时间了，它们要
飞过来了！”一位纳凉的
居民说。

就在这时候，天空
中突然响起一阵鸟鸣
声，叽叽喳喳，声音由远
及近，越来越大。几分
钟后，令人惊讶的一幕
上演了：成群的燕子从
四面八方飞来，在空中
打转、盘旋，黑压压的一
片。

没多久，原本还在
空中盘旋的燕子，挨个
停在了路边的高压电线
上。放眼望去，东方路

两侧200多米长的电线
上停满了燕子，连拐角
小巷子里的电线也被它
们占据。有趣的是，燕
子们很有序，似乎它们
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

“每年7月到 8月，
燕子都会飞过来，等到9
月就慢慢变少了。来的
基本上都是小燕子，数
都数不清！”51岁的张惠
琴住在东方路附近。她
说，燕子一般晚上六七
点钟飞来，第二天凌晨
离开。这种情况已经持
续10多年了，大家都习
以为常了。

很快，天空就成了
一幅巨型的“五线谱”，
甚至有人从市区赶来拍
照。

“燕子是益鸟，能吃
害虫，但这么多燕子拉
起屎来，那也真是麻烦，
路边根本不敢停车！”张
惠琴说，附近居民对这
些燕子是又爱又恼。

现场，记者看到，停
在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
就遭了秧。不远处，乘
凉的居民都从巷子口躲
到了屋檐下。

附近居民蒋爱菊
说，几年前，为了解决燕
子屎的难题，大家尝试
过放鞭炮驱赶，可治标
不治本，燕子四散开后，
第二天又都飞了回来。

“没办法，赶不走它们，
现在大家只好把车停得
远远的。”

宁波市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副会长、自然摄
影师张海华拍过很多鸟
类，在他出版的《云中的
风铃：宁波野鸟传奇》里
就有一张照片，密密麻
麻的燕子栖息在姜山镇
东方路上的电线杆上，
底下则是热闹的夜宵
店。灯光下，成了一道
别样的风景。照片拍摄
的时间是2013年，取名

“燕子的街市”。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燕子每年都往姜山镇
聚集？张海华认为，这一
现象预示着它们即将集
体启程南迁。“这个时间
段，它们刚刚完成繁殖，
小燕子可能把这里当成
了一个中转站，然后集体
迁徙。”

附近居民
对燕子又爱又恼

夏天傍晚
成千上万只燕子集结

专家认为
当地生态适宜栖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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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有序地停在电线上燕子有序地停在电线上。。
记者记者 薛曹盛薛曹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