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住钱袋子，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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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小张在QQ好友动态看到
有人出售明星亲笔签名，非常心动，
于是向其转账1万元购买，在汇款至指
定账户后，发现对方已查无此人；15
岁的小李在玩线上游戏时，被人以虚
假购买游戏账号方式诈骗3000元；在
购物节期间，16岁的小莫在家中被诈
骗团队以购买“双11福利大礼包”为
由诈骗近2000余元……各种类型的诈
骗案例每天都在发生，如何保护青少
年远离不法分子制造的陷阱，仍是一

门重要的课题。
随着金融诈骗套路增多，许多不

法分子将魔爪伸向青少年群体，先是
利用青少年金融知识薄弱、涉世未深
的特点，再通过该年龄段流行的热门
话题，对他们进行诱导和诈骗。比
如，伪装官方机构、制造虚拟身份获
取青少年信任，随后通过引导其出借
银行卡、超前消费等方式骗取资金，
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局面。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提醒广大青少

年，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需擦
亮双眼，积极参加学校及公益机构组
织的金融宣教活动，了解典型诈骗案
例，充分培养自身反诈意识。同时，
提醒家长，需要履行好监护职责，加
强日常对孩子的反电信诈骗教育，引
导青少年合理使用互联网，教育孩子
保护好个人隐私，不要轻易相信网络
上的“陌生人”。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
局提醒，广大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要守

护好个人信息，一旦发现受骗，应立
即告诉家长、老师或报警，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孙挺 郑波 刘若颖

“快进来坐！你们真是太好了！
这两天正发愁，我84岁了，路也走不
动，更别提出门买菜了。本想煮点粥
喝喝就算了，这下太好了！”查时珍拉
着志愿者的手，感动不已。

“上个月，我们几个成员跑楼接
来了不少‘生意’，统计了一下，勾选
跑腿买菜这项服务的居民就有12
户。他们大多是行动不便的高龄、孤
寡老人。”为众慈善服务工作室志愿
者倪亚裴说，寒潮来了，宁波一下子
进入冬天。上个周末，他们为有需要
的居民买菜，并挨家挨户送上门。

“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平时吃
得清淡，天气冷了，不如我给他们包
些饺子，煮起来也方便，也算是我们
的心意！”于是，有的成员负责去菜
场买菜，有的在家包起了水饺。当
天下午，一份份当季蔬菜和水饺便
送到了居民的家中。

“谢谢你！我就爱吃饺子，我去
拿钱给你。”李玲娣连连摆手：“钱我
们不收！这些饺子不值几个钱！”

“我年纪大了胳膊抬不起来，儿
子又不在家，天气冷了我想换一床
厚被子，你们能不能帮帮忙？”当天
下午，工作室还接到了居民吴瑞娣
的求助电话，跟她结对的倪亚裴当
即赶到她家，帮她把冬被从柜子里
拿出来铺好。

倪亚裴一边给吴瑞娣按摩胳
膊，一边仔细叮嘱：“天冷了，在家一
定要注意保暖，衣服多穿些！有什
么需要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吴瑞娣
早年因病导致偏瘫，平时生活上有
许多不便。她一直是为众慈善服务
工作室的重点关注对象，同时也是
倪亚裴的结对帮扶对象。

寒潮来袭，小区老人有难处咋办？

志愿者忙着跑楼
“接生意”“做生意”

“查阿姨，这袋是大白菜和菜蕻，这盒是我自己做的水饺。寒潮来了，你就不要出门买菜了！”12
月 17日，家住鄞州区首南街道和顺家园16幢的居民查时珍收到了新鲜蔬菜和水饺。寒潮来临，上
个周末，和顺社区为众慈善服务工作室的志愿者们进行了一场温暖行动。

和顺家园是鄞州区单体量最
大的保障房小区，辖区内残障人
士、高龄老人、独居老人较多，他
们是社区重点关注对象。如何服
务这些特殊群体？今年2月，社
区成立了一个助老助残工作室
——“为众慈善服务工作室”，成
员由辖区 21位热心居民组成。
他们主要提供跑腿、陪同就医、理
发、临时救急等服务，一周七天轮
流值班。队员们一部手机不离
手，保证随时能接到居民的求助
电话。

“寒潮来了，这两天我们接到
的求助电话多了，大家忙得热火
朝天。”工作室负责人胡为众说，
这两天接到了20余个电话。

“电话忙起来，说明居民需要
我们，我们都很高兴。”

与此同时，和顺社区还给社
区的户外工作者准备了一份温暖
礼包，包括暖水袋、护手霜、御寒
手套、口罩等。天气虽冷，但和顺
社区却涌动着一股暖流。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王茜 朱莹莹 文/摄

为有需要的居民
买菜、送菜

“电话忙起来，说明居民需要我们”

“橘子都熟了，你遇见Ta了吗”“想你
的风吹到了长洋岭”“来都来了，不如进来
看看”……蜿蜒山路上，一间半山茶室隐
在果园中，成熟的柑橘坠在树梢，一抹橙
色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空气中弥漫着清新
的果香。90后新农人王伶之挎着果篮轻
巧地穿梭在果园，用手机向网友直播自家
果园的长势。

自北京军校毕业后，王伶之一直在北
京从事商学管理运营相关的工作，因为对
父母经营的农场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她
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买了一张回乡的单
程票，在果园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如何帮助父母把农场里的蜜橘打开
销路，是王伶之返乡后一直难以突破的瓶
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到其他农户在
讨论宁海越溪乡的农产品区域品牌“鲜在
越溪”，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王伶之先后来
到了“鲜在越溪 田岙争先”农产品集市调
研，并走访“鲜在越溪”品牌基地绿色城
堡，与相关的工作人员交流经验。

“在走进绿色城堡的那一刻，我一直
想走的创业‘路’才开始清晰起来。”王伶
之回忆。她开始尝试着用年轻人的视
角，将原先的分拣厂改造成了一间小茶
室，在上下山的必经之路，用醒目的氛围
旗给自家蜜橘打起了广告。现在来到果
园里的游客不仅可以体验采摘乐趣，还能
在果园里喝杯茶，感受慢节奏的田园生
活。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消费者，王伶之
通过拍短视频、做直播吸引客流，打开了果
园通向家家户户的“路”。直播蜜橘长势，
开设蜜橘知识小课堂，网络为她拓展了客
源，也让她结识了天南地北更多的朋友。

如今，王伶之的农场在除草、采摘等用
工高峰时节，可以解决20余名村民就业，多
渠道拓宽了群众增收路径。未来，她想要把
山上的露营基地建起来，丰富产业结构，吸
引更多客流，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记者 张海玉 通讯员 王挺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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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为老人送菜上门。

正在直播中的王伶之。

从北京买了张单程票
她回乡当起了新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