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日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 10月以来，电信
网络诈骗警情持续高发，务工人员、服务人员和在校大学生
成为主要受侵害群体。警方提醒，岁末年初是电信网络诈
骗高发期，广大民众需增强防骗识骗意识，警惕贷款、冒充
客服、婚恋交友、刷单扫码、虚假购物等五大主要骗术。

今年 1至 11月，广东警方实施智慧新警务战略，破获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1760余起，同比上升 34.16%。广东
省市两级反诈骗中心累计劝阻疑似被骗事主 63.8 万余
名，挽回经济损失逾 70亿元。

时近年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入活跃期，各种犯罪
手法花样翻新，令不少群众蒙受经济损失。记者从广东
警方了解到，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有 5种方式较为活跃。

一是贷款诈骗。作案人员利用借款人急于用钱的心
理，以先收取各种手续费再放款为理由骗取钱财，收取

“保险费、保证金、激活费/解冻费、验证费、服务费”等。
二是冒充客服诈骗。作案人员冒充网站客服，以网

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订单有误”“快递丢失”等为由让

事主配合办理“退款理赔”或“取消业务”，在后台实时获
取事主的账号、密码、验证码，导致事主钱财损失。

三是俗称“杀猪盘”的婚恋诈骗。诈骗团伙在婚恋交
友、社交、同性恋论坛等渠道物色潜在对象，诱骗受害者参
与虚假赌博网站或投资平台，骗取财物后再“拉黑”事主。

四是刷单扫码诈骗。诈骗之初，作案人员往往返还
一笔小额资金以获取事主信任，后续加价加量，要求事主
连续刷单才能返还本金和佣金，事主为了返本投入大额
资金后便被骗子“拉黑”。

五是虚假购物诈骗。诈骗分子开设虚假购物网站或
发布虚假购物图片，受害人下单转账后，犯罪分子不发货
或者发送砖头、废纸等价值低于所购商品的物品，然后将
受害人“拉黑”。

广东省公安厅新型犯罪研究中心负责人提醒说，广
大民众要提高警惕、增强防骗识骗意识，不要轻易给陌生
人转账，遇到可疑转账要求时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求助。 （来源：新华网）

警惕！岁末年初五大电信网络骗术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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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已过，春节的脚步临近。近日，微
博话题“什么食物一吃就感觉要过年”引发
很多网友讨论。红色的腊肠、金黄的五香、
摆盘成花的皮蛋、松软香甜的发粿……一道
道漳州网红美食也将在市民的舌尖上“跳
动”漳州年味。什么食物让人一吃就感觉要
过年了？漳州的网友纷纷为自己喜爱的年
味食物打“call”。

汤圆“添岁” 游子思乡
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漳州传统红

糖汤圆，软糯香甜，饱含沉甸甸的年味，那是
家乡独特的味道。”这是网友小周对漳州年
味美食的美好记忆。

她介绍说，以前在外地上大学吃不到老
家的冬至汤圆，冬至时总会回忆起全家围着
米筛搓汤圆的情景，仿佛听到春节在召唤，
特别渴望快点回家乡和家人一起准备欢喜
过大年了。

灌制腊肠 年味飘香
闽南风味的腊肠叫“风墙”（谐音），腊肠是

漳州市民必备的年货之一。腊肠不仅是一种风
俗，也是一种传承，每当街头巷尾的腊肠香味
飘来，年味就被“闻”到了。

年夜饭餐桌上加一盘香喷喷的腊肠，红红
火火，喜庆吉祥！

春节临近，漳州古城台湾路、北桥市场周边
等地方陆续挂起一串串晾晒的腊肠，阵势俨
然，街头巷尾飘出一种肉香混合酒香的诱人味道。家住北
桥街道的杨阿姨是灌制腊肠的能手，受亲朋托付，她每年年
底都要灌制近百斤腊肠。“选购上好的前腿肉，切成细长条，
佐以丹凤高粱酒、白糖、食盐，充分搅拌。腌制半天，再用肠
衣装灌，挂在通风处沥干后，搬到窗边门口晾晒一周，美味
腊肠就大功告成了。”杨阿姨边晾晒腊肠边介绍着。

特色糕点 喜迎新年
漳州人过年期间常常要准备各种糕点，发粿是其中最

受宠的糕点之一。发粿有着发财、吉祥等美好寓意，深受漳
州市民喜爱。

“将米泡水后磨成米浆，加入适量的红糖和发酵粉搅拌
后倒入碗中，放入蒸笼蒸熟之后即成，蒸熟的发粿表面会膨
胀开裂，呈十字或不规则形的裂痕，像开花一般。漳州网友
陈女士满脸笑意地说：“发粿算是我最爱的甜品了。虽然现
在食材丰富、物质条件变好，但是只有吃了发粿才感觉过了

一个满足的年。” ☉周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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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传统红糖汤圆 叶果 摄

市民在健身房锻炼市民在健身房锻炼

近日，一段河南郑州黄河科技学院的学生穿睡衣、
踩高跟鞋演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视频受到很多
网友关注。据悉，该视频源于一位中国古代文学老师布
置的作业，要求学生将古诗词以视频的形式演绎出来。
该视频一经传出便引发网友热议，有些网友认为“创意满
分”，而有些网友则认为“破坏意境，毫无意义”。12月 30
日，记者采访一些漳州市民，听听他们的经历和看法。

“花式作业”带来好处多多

近年来，课后“花式作业”层出不穷，易拉罐废物利
用做手工、数字报呈现旅行感悟……这些区别于传统
书面形式的“花式作业”既为学生枯燥的学习生活注入
了活力，又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因此得
到许多人的认可。

“我觉得‘花式作业’挺有趣的，比做卷子更能让我
学到东西。”毕业于漳州立人学校的胡文婷对一次“花
式作业”印象深刻，“寒假时学校要求我们用微信推送
的形式记录自己的寒假生活。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微信
编辑，图文结合的方式很适合记录生活，个性化很强。

我也从这次作业中多学会了一个技能。”
闽南师范大学的傅振中老师也是一位“花式设计

师”。作为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律逻辑》课程的任
课老师，他曾让学生研看电影《一代宗师》并结合专业
课内容写一篇议论文。在他看来，《法律逻辑》的思维过
程与理解影片所需要建构的框架形成逻辑是一致的，这
样的作业设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与运用能力。

“花式作业”不能没有边界

在一些“花式作业”得到肯定的同时，也有一些“花

式作业”受到诟病。与学生能力不符的“花式作业”，使
家庭作业变成了“家长作业”，而只注重形式的“花式作
业”，更是背离了“作业”本身的意义，之前登上热搜榜
的作业“数一亿粒米”便是如此。

家住民兴北郡的张女士是一名三年级学生的家
长，她在面对孩子的一些手工作业时，常常十分无奈。

“大部分是靠我们帮忙才能完成，我担心这样既不能锻
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还会养成孩子的依赖性。”

“‘花式作业’应与课程内容和教学目的相关，不能
为了‘花’而‘花’。”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沈毅
玲老师认为，当下许多老师接收多元网络文化的信息，
在拓展自己教学思维的同时，采用新的方式来吸引学
生，这值得提倡，但切忌脱离教学最终目的。

所谓“花式作业”，应该是基于教学内容和教学目
的的形式创新，而不能成为脱离“内容”的“形式主
义”。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作业有“真把式”的“花样”，
让“花式作业”真正为教学质量“锦上添花”。

☉叶祺敏

“花式作业”：

“花样”百出，“把式”几何？

近日，南京铁路警方捣毁了 3 处倒票窝点，收缴假
火车票及半成品 1400 多张。为了提高制假效率，制假
者通常会将造假技术传授多人，所谓“师徒配合”完成制
假过程。民警提示，火车票是有价凭证，伪造销售是违
法犯罪行为。购买假票拿到单位报销，套取贪占单位的
钱款，也是违法。

南京铁路公安处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刘朝锋介绍，制

售假票不仅严重扰乱了铁路正常的运营秩序，也侵害了
旅客的合法权益，铁路警方将秉持零容忍的态度，严厉
打击各类涉票违法犯罪活动。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春
运即将来临，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火车票，切记不
要通过第三方购票软件，或者是从不认识的身份不明的
人员手里购买车票，谨防上当受骗。

（来源：央广网）

当心！你从网上买到的火车票可能是假的

记者近日深入广东多地参观考察发现，传统家
政业已换“新颜”，很多“80 后”“90 后”年轻人身着
统一、整洁的工作服，手提规范的工具箱上门服
务，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在手机 App 上接单、评价、
交流。传统的家政公司也变身为现代企业管理+
互联网科技的新模式。 (来源：南方日报)

欧志葵欧志葵 摄摄

随着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升，人们对体育运
动和健身越来越重视。然而，近日，“中国有 1 亿人在
假装健身”的话题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所谓的

“1 亿人在假装健身”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天猫发布的
数据总结而来的。据天猫《2019运动消费趋势报告》和
公开数据测算，约有 1 亿人买运动装备却很少运动，办
了健身卡却很少去健身,这 1 亿人被称为“假装在健
身”。在漳州，“假装在健身”的现象也同样存在。

光开卡不开练光开卡不开练 脑补自己健身脑补自己健身

积极办卡却没有经常健身，相信许多市民身边总
能轻易地发现这样的朋友。在12月30日记者走访中，受
访的市民大多承认，自己确实在假装健身、运动，还常常
幻想着自己挥汗如雨、身材变好的场景，属于“脑补式健
身”。市医院员工吴女士说：“今年年初，我到健身房花了
几千元办了张年卡，一直想着今年一定要坚持健身，结果
都到年末了，去健身房的次数，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

在各大网络平台，各种各样的健身运动视频和图说
层出不穷，有些市民为了减少昂贵的健身卡费用支出，选
择“云健身”，即在网上收集转发各种运动素材，但在现实
中并没有付诸行动。漳州理工职业学院张源略显尴尬地
表示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每次看到别人在发健身视频，
都会收藏转发，感觉这样自己就等于已经健身了。”

为何假装健身为何假装健身 理由五花八门理由五花八门

健身卡办了、健身装备买了、健身视频也收藏了，
仿佛这些事情做完了，自己的健身也约等于做过了。
为何假装健身，中国工商银行职员蔡小姐道出了许多

“假装健身”人的心声：“下班之后觉得好累，就想躺在
床上，完全不想动。常常会给自己找无数的理由不去
健身，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工作太累、心情不好等，其实
根本原因就是一个字——懒！”这样的市民不在少数，
一受访市民还自我解嘲：“我把这辈子说谎的理由都贡
献给健身教练了，还得花钱！”

健身好处很多，但是操作起来难度确实不小。市
民假装健身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只是因为懒，有的缺

乏运动热情，有的是缺乏自律，有的是工作艰辛，有的
是冲动性消费等等，导致“年年健身年年废”成为很多
市民健身的一种常态。

理性健身消费理性健身消费 运动坚持不懈运动坚持不懈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有近 4 亿人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此前国家体育总局规划，到 2020 年我国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 4.35 亿人，目前距该目标还
有 3500万人的缺口。“3500万人的缺口”和“1亿人在假
装健身”的现实数据触动人心。

通过“云健身”和“脑补式健身”不可能达到健身的
真正目的。正如漳州极度健身俱乐部健身教练吴哲所
说：“有些消费者办了健身卡，或者找私教健身，花了非
常多的钱，不能完全说他们是冲动消费，他们也想通过
健身对自己的身材有较好的管理和寻求更好的生活方

式，但是他们却可能没有做好接受健身辛苦和长期坚
持的准备。”据吴哲观察，能长久坚持下来的消费者，确
实很少。如何坚持健身？吴哲建议，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和时间来制定健身计划，如上班族可以适当减少
健身的次数，延长每次健身的时间，科学的健身方法有
利于长期的坚持，长期稳定的坚持远比“间歇式锻炼”
更有用。

“中国有 1 亿人在假装健身”这个话题成热议，正
是击中了很多人的痛点——自己就是那 1 亿人中的一
个。健身不健身，口号喊得再响亮，有练没练看得见，
身体的真实状况就是最好的证明。不找借口，不编理
由，有计划地跑起来、跳起来，明天健康的你一定会感

谢今天流下的汗水。 ☉林钰雪 文/图

趁打折办的健身卡，忘记放哪了；痛下决心买的跑步机，已蒙上一层灰——

你还在假装健身吗？

焦点网谈

互联网互联网++专业化专业化
““8080后后”“”“9090后后””进军家政业进军家政业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有23人感染H7N9病毒死亡？
谣言内容

近 日 ，一 则“ 新 华 医 院 崇 明 分 院 有 23 人 感 染
H7N9 病毒死亡”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并称是吃南汇
8424香蕉所致。
真相

经上海崇明警方调查，该消息系谣言，目前崇明
并无相关情况。H7N9 是禽流感病毒，不可能通过水
果传播。另外，上海只有南汇 8424 西瓜，没有 8424 香
蕉。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

（来源：@警秀崇明）

雁塔村是南靖动车站所在地，雁塔村党支部、村委会在
上级文体部门的支持下，建设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包括
图书文化室、科普活动室、乡村振兴服务站、乡村振兴办公
室、乡村振兴电子屏宣传，文体游乐园、农村电影固定放映
点、广场舞队、山城镇星火幼儿园舞蹈队等，积极创建省级
基层文化服务中心，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通过微信传递，提高广大村民对文化服务中心图
书文化室的知晓率，满足广大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近
日，雁塔村委会主任徐少全对笔者说，村里不仅通过召开村
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会议推介文化服务中心，还在党员、村
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小组户主等微信群进行了大力宣传。

“我从村党员微信群看到村里有图书文化室，周末带儿子
来看书，很高兴村里有这样的文体服务。”南靖县山城镇雁塔
村红坑组村民徐燕中在村里图书文化室看书时如是说。雁塔
村图书文化室配备了农业科技、文学艺术、医疗保健、政治法
律以及少儿读物等方面的图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

雁塔村只是南靖县创建省级基层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
的一个工作缩影，2018 年以来，南靖县积极创建省级基层
文化服务中心 4个示范点，其他 3个示范点分别是南坑镇南
坑村、金山镇安后村、船场镇高联村，这些示范点在“全民阅
读”“全民健身”以及移风易俗、扫黑除恶、乡村振兴等作用
显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徐东升）

微信传递图书信息
农民点赞文体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