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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JIANG EVENING NEWS

今日下沙

本报记者 杨渐 通讯员 王凌杰

电话那头，有个恶狠狠的声音传来：
“你女儿在我手里，拿30万来，电话别挂”

这样的骗局，大家千万别信

近日，新元社区联合禅修瑜伽馆为社区居

民们上了一堂免费瑜伽公益课。

这堂瑜伽公益课刚一推出，就受到居民们的

追捧。家住新元社区的李女士听到公益课的消

息，一大早就抱着瑜伽垫从家里赶了过来，“很

早就听说练瑜伽对身体好，这次想跟着老师专

门体验一下。”

来自瑜伽馆的专业老师们为居民们讲解姿势

动作，带领大家体验瑜伽音乐冥想。瑜伽馆的老

师告诉记者，瑜伽对人们的身体有很大的益处，能

够让肩周炎、关节风湿疼痛、失眠、正常腰酸背痛

和更年期综合症等得到一定改善。

新元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瑜伽公益课为

居民们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今后我们还

会推出更多的有益于居民们身体健康的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为十期，无论你是男人

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参加，当下后

期 报 名 还 在 继 续 中 ，报 名 热 线（0571）

85223197。

本报记者 胡师睿 通讯员 唐孝青

新元社区 健康你我她，一起练瑜伽

为提升辖区物业保洁人员垃圾分类知识，

增强小区保洁的环保观念，近日，铭和社区组织

开展垃圾分类大比拼活动，辖区全体物业保洁

人员都来参加。

活动分为四个环节，社区工作人员先以

PPT 的形式向大家普及了什么是垃圾分类、垃

圾分类的优点，讲述了可回收垃圾的利用价值，

有毒垃圾的危害，同时详细地讲解了如何进行

垃圾分类以及如何清运和回收处理的方法等知

识。随后，通过提问的方式使保洁人员加深了

解和掌握垃圾分类知识。

接下来，本次活动最重要的垃圾分类大比

拼环节，参赛人员按小区分成五个小组，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垃圾分类知识抢答。各小组保

洁纷纷举手，抢答非常积极。经过三轮热闹

的抢答，每个小组最终得分都势均力敌，难分

伯仲。最后，每个保洁结合自身的工作讲述

了在垃圾分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相互

交流方法与经验。

活动结束后，大家都感到受益匪浅，纷纷表

示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会把垃圾分类进行到

底，要动员身边的人一起参与垃圾分类，为垃圾

分好类、分对类而共同努力。

本报记者 汤晓燕 通讯员 何婷婷

铭和社区 垃圾分类大比拼

近日，早城社区在多功能厅举办以“情暖早

城 以饺交心”为主题的花样饺子制作大赛。

活动当天，参赛居民陆续到达比赛现场，大

家各就各位，7 人组成一个小组。裁判一声令

下，大家便立马着手开始包饺子，手法甚是娴

熟。

你看，擀皮的大姐们一手拿着擀面杖，一手

捏着小面团，不一会儿，一张张圆面光滑的饺子

皮就出现了。包饺子的更是技术高超，有的两

只手一捏，就是一只饱满的饺子；有的手指一

转，整整齐齐的褶子就出现在眼皮底下了。

在欢声笑语中，一只只饱满漂亮的饺子便

整整齐齐地排开了阵势。它们有的像月亮，有

的像叶子，有的像元宝，有的像玫瑰，还有的像

金鱼，仔细数数，各种花样有三十余种。

比赛结束后，评委们依据“速度快、形状美”

评选出了比赛获胜者。最后，以房阿姨为代表

的“地表最强”组以品相极好的饺子获胜。

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社区花样饺子大赛

圆满结束。通过这次比赛，社区居民们不仅增

强了凝聚力，增进了邻里关系。

本报记者 汤晓燕 通讯员 万林芳

早城社区 花样饺子看谁包得好“警察同志，我女儿被人绑架了，你们快

帮帮我。”12 月 13 日下午，王老伯一脸惊慌

地走进了下沙派出所。

一只手攥着手机，另一只手紧紧地捂着

听筒，王老伯低声对民警说：“绑匪正在和我

通电话，我们声音低一点，别被他们听见了。”

王老伯说，当天中午他正在家中休息，突

然手机上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刚接通，

电话里就传来了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你女儿

在我们手里，还想见到她就拿30万来赎人。”

一开始，王老伯并没有当回事，纳闷是不

是打错电话或者是恶作剧，然而接下来电话

里传来的女性哭喊声，让他的心揪了起来。

“电话里有个女的在哭，还不停地喊爸爸救

我。”仔细一听，这个声音似乎和女儿很像。

这下王老伯真的慌了，第一个反应就是

联系女儿，确认她的安全。此时，对方却出声

威胁起他，不准挂电话。“他怕我去报警，不让

我挂电话，还说要是挂了电话就伤害我女

儿。”

当下，王老伯虽然着急，但还是让自己冷

静下来，一面和对方在电话里周旋起来，一面

向着派出所走去。“我说我没那么多钱，他就

叫我想办法去找亲戚朋友借。”暂时稳住对方

后，王老伯迅速赶到了派出所。

听完王老伯的诉说，值班民警立即判断

出这不是一起“绑架”案，而是一起电信诈骗

案。

“老伯，他们不是绑匪，都是骗子。你马

上把电话挂了，给你女儿打个电话，她人肯定

没事。”民警耐心地劝说王老伯，并给他讲了

好几个类似的诈骗案例，并仔细分析了骗子

的诈骗手法。“他们不让你挂电话，就是不想

你联系上你女儿。”

民警的劝说逐渐打消了王老伯的疑虑，

挂了电话后，他立即给女儿打了个电话，果然

女儿正好端端地在单位上班呢。

“多亏了你们，不然我就被骗了。”识破骗

局成功止损后，王老伯不停地向民警表示感

谢。

警方提醒市民：

大家在接到类似的“绑架”电话时，要提

高警惕，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更不要急着往

对方提供的账户汇款。

首先需要多问几个问题，比如“人质”多

大年纪，在哪里工作，今天穿什么衣服之类

的，还可以要求与“人质”直接对话，这都能帮

助自己及时识破对方的骗局。

其次，应尝试在第一时间与“被绑架的”

亲人、亲人的单位或知晓亲人行踪的其他亲

友或警方取得联系，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一

旦确认了“人质”安然无恙，对方的谎言就不

攻自破了。

同时，应尽量防止家庭住址、家庭电话和

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外泄，以免被各路骗子加

以利用。最重要的是，无论亲人是否真的被

绑架，接到电话一定要及时报警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