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5.11 星期五2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张晓霞 电话：69806980 报料：1917707125

QIANJIANG EVENING NEWS

桐庐生活

手机快捷支付已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

分，一旦手机丢失，失主没有及时做好后续止损

措施，往往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惨重损失。

手机里存了身份证照片
他丢手机后损失14万元

一觉醒来，发现家中的手机被盗，赶紧起

床查询绑定了微信账号的银行卡余额，但为

时已晚，卡里的14万元已被洗劫一空⋯⋯近

期，梁先生（化姓）就碰上了这么倒霉的事。

梁先生和妻子赶紧报了警。所幸，法网

恢恢疏而不漏，事发第二日下午，小偷还没把

手机“捂热乎”便被抓获了。据“窃贼”景某交

代，当时因急需用钱，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

当天从梁先生家中“得手”离开现场后，景

某意外地发现，偷来的手机中存有一张身份证

照片，其中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清清楚楚。于

是，景某利用照片上的信息重置了微信密码，后

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将其中所绑定的4张银

行卡内的14万元全部转至自己的微信账户内。

除了身份证照片
手机里这些信息也不要存

在使用手机时，很多人可能在不知不觉

中就记录下了许多个人信息。建议不要在手

机里存储敏感信息，如家庭住址、家庭关系、

银行卡密码、在线支付密码等。为保护隐私，

建议定期清理聊天记录。

●不要保存银行卡照片

不要为了更好地记住银行卡卡号，而在

手机里存放银行卡照片。

同时，聊天记录和邮箱里的银行卡照片

也要删除，防止被搜索到。

手机支付软件及其绑定的银行卡，不宜

放太多现金。

●不要保存户口簿照片

购房、办护照、办签证、结婚登记、办身份

证、办孩子准生证⋯⋯在生活中，需要用到户

口簿的地方并不少。

随着电子化办理的发展，不少人的手机

里存有户口簿照片。但实际上，这是一件比

较危险的事。

户口簿上除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家庭

住址，还有家人的身份证号码、籍贯、工作单

位等具体信息。

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可能会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

●不要保存隐私信息的聊天记录

近日，旅客张女士丢了一个手机。令她

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账号内的 1 万多元也被

莫名转走。

原来，嫌疑人赵某捡到手机后，用简单密

码不停拨弄手机，没想到居然用 4 个“8”成功

解锁手机。随后，赵某翻阅手机里的微信聊

天记录，发现了微信和支付宝转账密码。见

财起意的他，分 9 次“清空”了张女士手机账

号上的钱财。

●不要保存私密照片

不要用手机拍摄私密照片，也不要把照

片存在手机里。

这种行为不仅仅会暴露个人隐私，还有

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敲诈勒索。

丢失手机
请及时做好止损措施

如果发生手机丢失的情况，及时采取以

下几个步骤的措施可减小损失：

第一时间借个手机，立即登录你的微信，

将原手机的微信挤下线，保证微信钱包的资

金安全和信息不泄露。

立即拨打支付宝、银行等客服热线，冻结

手机网银、在线支付的使用。

立刻修改微博、微信、QQ、支付宝等敏

感应用账号密码，更改完成后，可以提醒亲戚

朋友，手机被盗，警惕骗子各种理由借钱。

到手机运营商处补手机卡，把旧卡作

废。 （据当代生活报）

因一张照片损失14万元

提醒！这些信息千万别存手机里

三月三，春和景明。

山道蜿蜒，一路向前。90 岁的杨金土望向窗外，所览皆

绿，眼里有着藏不住的喜悦。

一早，他有些“兴奋”，比约定时间提早了两小时到达新合

乡政府。

两市相隔，一个记忆
耄耋老兵终泪眼执手

新闻说事

好久不见终相见

还是上月中旬，杭州市“百千万”蹲点调研

活动时，这位建国前老党员、金萧支队老交通员

杨金土，表达了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想去金华

看望当年金萧支队老后勤部主任郭慎敏。

他说，前段时间电话得知郭主任病了，实

是担心。很快，新合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宋

华军联系上对方，并定于今日一聚。近两个

小时的车程后，省军区金华离职干部休养所

10 幢，一句简单的问候“好久不见！”让两双

布满皱纹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眼眶瞬时

噙满泪水。

“哎呀，这么远的路还来看我！”“身体好

点了不？”

“那段时间，我俩同张床两条棉被，同吃

同睡，亲如兄弟。”老战友相逢，记忆闸门瞬间

打开。时间的脚步回到 70 年前，是年秋，前

方战事频繁，同时诸暨浦江一带的支队后勤

部总部又遭到敌人破坏，一时间军需物资供

应、前方伤员救治都成了难题。于是，金萧支

队选择在桐庐四管乡（现新合乡）建立后勤基

地，设立修械所、被服厂、后方医院、报社等。

其中被服厂的两次选址，作为后勤部主任的

郭慎敏便是在当地村民杨金土的带领下踏勘

地形，选择厂址。

尔后，也是以杨金土兄弟三人为主力，

迅速将厂房盖了起来，保障了被服厂迅速秘

密的转移。“还记得那根大野藤吗？”郭老精

神矍铄，侃侃而谈，彼时，被服厂建在离山

桑坞约 10 华里的天堂山陡崖下的平台上，

只有 30 平方米的面积，出入和运物都得攀

藤！正当大家惊叹于郭老的思维清晰时，他

话锋一转：“不晓得哪天（我）就走掉了，也

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这一句，让旁人

的鼻子一酸。的确，郭老已经 99 岁高龄了！

明年还会再来
“10 卷书画和一封信，我是早早准备好

的，只等你们来，帮我转交给浙东人民解放军

金萧支队纪念馆。”摊开，字如其人，卷上字迹

遒劲有力，书法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同时，郭老还将其个人回忆录《踏遍青

山》一一赠予在场者，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封

面内容为一幅淡雅水墨画，有小路老屋，山峦

起伏，云雾缭绕。而这便是桐庐革命老区四

管乡（今新合乡山桑坞）的场景。

同样，这段记忆交集，这份历史情怀，也早

已融入到杨金土的生活中。每天清晨到金萧

支队纪念馆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是他多年来

雷打不动的习惯。20 多分钟的单程，上了年

纪后，他一路上都要歇个好几回。“只要还走得

动，我还得继续。”杨金土也表示，只要有机会，

他就会给年轻一辈多讲讲金萧支队的革命故

事，传播红色文化，将党的光辉历史传承下去。

那天中午，两位老人都很高兴，还喝了

酒。闲谈中，彼此一直相互叮嘱道“要照顾好

身体！”临走，杨金土忽如孩童般笑着说：“郭

主任，明年我们还会再来看你的！”

“好！”

窗外，阳光正暖，万物启蛰。

耄耋老兵再聚首，难忘金萧战友情。

邹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