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续20年！
92岁俞奶奶又捐款了
“我就是力所能及
帮一把”
平日里省吃俭用
高温天不舍得打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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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非法集资套路层出不穷，不
断上演“新剧本”。一方面随着网络和
移动支付的迅速发展，滋生不少以网络
为主要阵地的非法集资，如网贷、直播
理财、平台返现等；另一方面，不法分子
打着养老、高科技产业、“元宇宙”投资
等政策热点的旗号，将魔爪伸向防范意
识较低的网民尤其是老年群体。

近日，市民仇女士向记者反映，在
一款“元宇宙链游”游戏中，商家宣称投
资 5000 元，一月后即可获收益 5000
元。仇女士对此甚为心动，按起购金额
尝试进行了投资，一个月后，确实达到
了游戏所宣称的获益金额。尝到甜头

的仇女士喜不自禁，便追加了投资，结
果4个月后却发现游戏无法登录，自己
的投资血本无归。

宁波通商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向记
者表示，现在非法集资类骗局呈现手段
更新更快、针对性更强、覆盖范围更广
的特点，其套路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种情
况：一是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等高
新科技幌子的集资骗局；二是通过建立
虚假网络投资平台非法套取客户资金
的骗局；三是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
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名义实施
的“养老投资”骗局。

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

骗术呢？宁波通商银行提醒广大市民，可通
过学习防范非法集资的“四看三思等一夜”
法，强化对非法集资套路的识别能力，同时
提高防范意识，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

一、牢记风险与收益并存，根据自
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当的
金融产品，不轻信所谓的“无风险”“高
收益”产品；

二、不受“返利返息”诱惑，不被小
礼品打动，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

三、选择有相应金融业务资质的正
规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谨慎
进行线上投资，不轻易点击陌生网址/链
接，不安装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序；

四、强化个人信息保护，不随意泄
露身份证、银行卡、登录密码、支付密码
及动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

在此，宁波银保监局也提醒市民朋
友提高警惕，进行投资理财活动时要擦
亮双眼，谨慎理性，严防非法集资陷阱。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史玲燕 张科 郑波

非法集资套路多 识别骗局避开坑

“师傅您好，车子不能停在这里，
请马上开走……”8月17日上午10
点半左右，镇海区澥浦镇滨海路和海
呈路路口，一辆重型半挂车违停在道
路旁边，驾驶员正坐在车内玩手机，
执勤交警章健聪上前敲了敲车门，提
醒车主将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

此时，室外气温接近40℃，高
温带来的窒息感，令人难以承受。

章健聪是镇海交警大队澥浦中
队辅警，从2015年7月以来，一直
负责海天路通海路路口到海天路甬
兴LG路段的巡逻纠违工作。海天
路是危化品车辆和其他货运车辆的
重要运输道路，章健聪负责的这一路
段全长12公里，有14个红绿灯大路
口，还有13个没有信号灯的小路口，
两边大多是化工企业，大车特别多。

“每天要‘溜达’5个来回，主要
是排查事故隐患、查处机动车违停
等违法行为。”章健聪说，“路上跑的
都是大车，还有很多危化品车辆，我
们多巡一趟，也就多一些安心。”

夏天骑着摩托车在柏油路上巡
逻，人就像一块夹心饼干，非常煎
熬，身上的制服从出发的那一刻开
始就没有干过。章健聪的手臂也因
为几个月来的暴晒，变成了典型的

“熊猫手”。“我原来是白白胖胖，现
在是黑胖黑胖。”章健聪自嘲道，“长
时间在烈日下工作，我们个个晒成
了‘熊猫色’！”他边说边挽起衣袖，
胳膊上下两截黑白分明。说话间，
章健聪脸上的汗不时冒出。他取下
帽子擦汗时，有帽子遮挡的地方明
显要比其他地方白许多，让人看着
又好笑又心疼。

“这是反过来的‘熊猫眼’。”章
健聪打趣道，“每个交警都是这样，
家人都开玩笑叫我们‘熊猫’。”

记者 张贻富 实习生 岑挚禾
通讯员 徐婕 祝巧巧 文/摄

一天巡逻百公里
烈日下的“熊猫交警”

“只要我活着，每年都会坚持捐款！”鄞州白鹤街道丹凤社区92岁的俞静梅（化名）老人说。
这一句承诺，老人坚守了整整20年。

8月17日上午，老人将一叠崭新的5000元现金递到丹凤社区党委书记徐挺手中，通过社区
转交鄞州区慈善总会。

8月17日老人捐款5000元。记者 薛曹盛 摄

俞静梅的老家在东钱湖，她以前是一名
纺织女工，在工厂干了一辈子。

说起来，老人一生命运多舛。结婚没几
年，丈夫因病过世，她一直没有再嫁，无子无
女，孑然一身。

老人捐款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年她
72岁。“前几年，亲友们陪我过生日，我觉得
一桌人吃顿饭浪费钱，不如把钱捐了，更有
意义。”抱着这样的想法，老人萌生了捐款的
念头，想力所能及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第
一年，她通过社区捐了1000元。

“看到生活有困难的家庭，我就会捐一
点，算是一点心意。”俞静梅说，有一年她在
《东南商报》上看到一户困难家庭的遭遇，就
特意赶到报社，将1000元转交给记者，却坚
决不肯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

这次，记者采访时，她还是不愿意透露真
实姓名。“我一个92岁的老人，每月有5000多
元退休金，早就够用了，我就是力所能及帮一
把……”

2002年1000元；2003年1000元；2008
年1500元；2014年2000元；2021年3000
元；2022年5000元……这20年来，老人在丹
凤社区的“慈善一日捐”从未落下，工作人员都
悉数登记了，总金额已经达到3.6万余元。

“这还不包括老人直接给受助对象的，
她实际的捐款金额远远高于这个数。”徐挺
说，自己在社区工作16年，老人捐款的事在
社区早就不算新闻了。

老人坚持一年一捐
整整20年

采访中，老人翻出几张
捐款凭证。最早的一张是
她手写的纸条：2002年3月
给居委会 1000 元。其他
的，有直接捐到宁波市慈善
总会的，还有直接送到新闻
单位的。2017 年 2 月 17
日，宁波电视台《来发讲啥
西》栏目收到老人3000元
捐款……

有一年，老人看到一则
东钱湖镇莫枝村有一户家
庭经济困难的新闻，就坐公
交车到东钱湖，找了两三个
小时，还是没有找到。“本想

当面把钱给他们的，后来只
能捐到慈善部门。”

有一年，老人得知有户
困难家庭住在关爱小区，她
挨家挨户上门寻找。这是
一对母子，母亲早年前离
异，平日里靠做钟点工维持
生计，儿子患有精神疾病，
由外婆照顾。屋漏偏逢连
夜雨，那位母亲突发重疾。
当俞静梅把钱塞到外婆手
里时，对方见她是位耄耋老
人，几次谢绝，但俞静梅一
再坚持：“我一个人生活，吃
不了多少，你们拿着用！”

老人上门寻找，直接塞钱给困难家庭

20年捐款，俞静梅初
心不改。她很感恩现在的
生活，吃穿不愁，在社区医
院就能看病配药，今年还赶
上了老小区改造。最让她
感动的是，自己被这个社会
温柔以待。“我出门坐公交
车，上车的时候司机会提醒
我慢一点，年轻人会给我让
座；去医院看病，志愿者会
帮我挂号……”

说起捐款的事，老人言

语之间却充满感恩。环顾
她家，50余平方米的老房子
看起来有些破旧，高温天老
人却没有开空调，只有一顶
老式吊扇呼哧呼哧转着。

“开空调太费钱，我一般不
开，就是晚上睡前稍微打一
会儿。”据悉，老人平日吃饭
以素食为主，每月开销不足
1000元……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陈思燕 通讯员 郑瑶

平日省吃俭用，连空调都舍不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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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健聪的手黑白分明章健聪的手黑白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