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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

本报记者 阮飞霞

下沙中学首次引进沙画课
孩子们放下压力挥“沙”自如

学生们正在做沙画

前天，大都文苑风情小区13幢许女士的心情

变得十分阴郁。原来当天早上，急着坐地铁上班

的她，随身的小背包就在半途丢失了。

许女士是杭州市区某高校的老师，每天早出晚

归，“包丢了，里面还有驾照、钥匙。但学生的课不

能拉下。也只能盼着能被好心人捡到能够还给我

了。”中午下课，许女士回到办公室，打开手机，5个

未接来电。打开微信，是好友连发的信息。一看到

驾驶证上的照片，许女士心安了，包包终于找到了。

不过许女士的包包找主人的“旅程”也是颇为曲

折。当时，包包被匆忙上班的许女士落在了小区的

林荫小道上，被小区的一位热心居民蒋先生给捡到

了。蒋先生拾金不昧，马上就交到了物业处。物业

翻开包包想找找主人的信息，可是也没有联系方式。

一时想不到办法的物业工作人员就拍照微信

传给了小区网格长胡景霞。胡景霞仔细翻看查找

信息册找到了电话，可一直无人接听。发到社区

工作群里，正巧，负责党建的同事说失主是在职党

员，有 QQ，文体同事说有微信，赶紧码起了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联系到了刚刚中午下课的

许女士。最后，经反复核实，确定失主是许女士

后，物归原主。“十分感谢。”下午，许女士就赶回下

沙，取回包，心情才由阴转晴。

“多亏了日常走访走得勤，信息记录得完善，

加上许女士认领过微心愿，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工作人员分析这件事带来的启发，纷纷感叹，平时

要与物业保持积极的联动，做到信息互通。另一

方面社区多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才能在居民真正

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上忙。

本报记者 林雨晨 通讯员 胡景霞

多亏社区走访勤、记录全
小区丢失的包包才找到主人

拓展性课程是目前我国课改的一个方向。在

下沙中学，每周五下午 2 点会涌起一股“移民大

潮”。有人上楼、有人下楼、有人赶着去善乐楼、也

有人奔着去善思楼⋯⋯这学期学校一共开设了38

门拓展性课程，供学生选择。其中，沙画课是学校

本学期新开设的课程，非常受学生们的喜爱。下沙

中学也是开发区第一家开设沙画课程的学校。

“沙画课，是我最期待的课程。”、“是啊，我早

就准备好选这门课了，幸好被我抢到了。”因为本

学期是试课，能入选沙画课的学生不多，于是，选

上的学生就觉得特别幸福。更让学生们期待的

是，学校开设的沙画课和学生们通常在电视上看

到的沙画表演没什么不同，更激起了他们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沙画教室设在学校善思楼，走到四

楼转角处便能看到“一沙一世界”的字样，教室里

整齐有序地摆放着10张沙画工作台，学生们两人

一组站在各自的沙画台前，做好上课的准备。

下沙中学从校外特聘沙画老师和本校教师联

合上课。潘雯老师介绍，前几节课，以学习理论、教

授技法和指法为主，比如第一节课，潘老师邀请同

学们用沙子写出自己的名字，相互之间进一步熟

悉。接着，她向同学们介绍了沙画起源以及相关的

著名艺术家，继而她又要求学生们练习指肚画花。

最让学生们兴奋的是，老师讲解后，会留出半

个小时，让学生们自己用沙画创作。每位学生创

造得不尽相同，有些还十分大胆地进行了创新，在

看似简单的玩沙子中玩出了趣味。

作画中，学生们会变得特别安静，每个人能在

静静地把弄手中的沙子，意图做出最能表现心中

所想的画面。到了作品分享环节，教室里又变得

十分热闹，互相点评同学的作品。

“这可能是下沙中学历时最长的一门课程，从

下午 14 点 15 分一直到 16 点。尽管有 10 分钟休

息时间，但学生们主动要求加课。”潘老师介绍，

“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在尽情作画中十分放松，暂

时忘记了学业和考试的压力。”

学校江志明校长表示，寓教于乐是学校开设

沙画课程的本质所在。“玩”是孩子的“天性”，沙画

极具趣味性，让孩子在自由放松的探索中得到创

造的灵感与创新的能力。在一抹一撒间，开启学

生创新的潜质，放飞无限的想象。同时，学习沙画

的过程也是触类旁通的过程，提高孩子的悟性，学

会知识迁移，使孩子们掌握到更多的有效的学习

方法。

收到了支付包的转账截图，昵称、金

额、交易时间都对得上，但钱却一直没有到

账，这让小芳很纳闷。

小芳是做微商生意的，在朋友圈里卖

护肤品面对众多未曾谋面的客户和合作伙

伴，使用手机支付宝转账成了每日必需。

前几天，一面男子主动加了她的微信，说要

买一套护肤品送给女朋友。

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定下了 300 元

一套的价格，接着小芳就把支付二维码发

给了对方。“他说手机摄像头有点问题，扫

描不了，让我把支付宝账号发给他。”没多

想，小芳就把账号发了过去。

几分钟后，对方发来了一张 300 元的

转账截图和收货地址。因为当时正忙着搬

货，小芳简单看了一眼截图，就给对方安排

发货了。“我看了下，账户名、昵称和头像都

是我的，也就没在意。”

到了晚上对账时，小芳却发现了问题，

支付宝里的交易记录里，一直没有显示收

到对方的钱。通过同行她才知道，原来手

机上收到的转账截图，都是一款名叫“转账

截图生成器”的软件模拟生成的。“这种软

件只要设置好对方账号头像、姓名、付款金

额等信息，就可以做出来一张支付截图，和

真的几乎一模一样。”

民警表示，这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

式。无论网上转账交易还是线下当面支

付，不要只看对方发来的截图，一定要核实

账户是否收到款项。打开“支付宝－我

的－账单”，查看收款金额。“支付宝都是及

时到账的，不会存在什么延时的说法，只要

提高警惕，多看一眼交易账单，这种诈骗方

式还是很容易防范的。”

本报记者 杨渐

当心诈骗新招：
伪造转账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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