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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行孝道，请给老人订份报

□ 莲都 吴昭立

邻居老潘是退休职工， 他家离小区
公园很近，他经常从报箱里取出报纸，来
到公园石桌旁坐下，戴上老花镜，摊开报
纸看起来。

笔者见他看的报纸有 《处州晚报 》
《浙江老年报》《钱江晚报》， 问他一年要
花多少钱订报， 他揺揺头说一分钱都不
花， 问他是不是单位赠订的， 他也揺摇
头。 他自豪地告诉笔者，是他的子女知道
他爱看报，专门为他订的。

老潘的子女都在机关部门工作 ，对
他十分孝敬， 每年都花钱给他订思想性
知识性趣味性较强的报纸， 为他充实精
神生活。

老人有大把空闲时间， 难免感到寂
寞和空虚。 想让他们晚年幸福、 过得开
心、 健康长寿， 晚辈除了满足物质需求
外， 还得以丰富的精神生活滋润他们的
心田，以驱赶寂寞无聊。

为了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子女应作
多方面的行孝 ，例如陪父母看电影 、文艺
演出、旅游，帮助他们上网、玩智能手机等
等。 给老年人订份报纸，是丰富老年人精
神生活的一个有效方式。 老人通过读报，
可以了解国内外形势和祖国日新月异的
变化 ， 学习一些养生保健知识和人文知
识，对他们保持愉悦心情很有益处。 不少
子女喜欢给老年人买营养品和保健品，其
实也可以通过给父母订份报纸，让他们乐
享晚年的美好。

� � � �今年我市发生电信网络诈骗案 3000
余起，被骗7500 余万元

全民提高防范意识

2019 年 1-10 月，丽水市共发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3173 起，损失金额 7556.96 万元，信贷理财类型诈骗成
丽水人最容易上当的套路。 （据本报 11 月 14 日 4 版）

互联网以及移动支付的发展，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即便
我们彻底打消贪小便宜的杂念，但科技发展实在迅速，
很多新鲜事物都会被不法分子作为实施诈骗的伪装 。
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甚至还来不及做反诈骗宣传，就
又创新升级了。 一不学习就要落后，不能勇于接受新事
物，可能就会被时代淘汰成“蛮人老嗨”。 电信诈骗仅凭
公安机关的查处是很难制止的， 因为只要有这个利益
空间存在，就会有好吃懒做的投机分子趋之若鹜。 虽然
作为个体很难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现状、 杜绝此类案
件发生，但只要人人提高防范意识，让诈骗“产业链”难
以为继，那就是正道。

家中小偷光顾，手机报警“喊”户主抓贼

智能 APP 把家装进口袋

云和市民曹先生报警称家中失窃， 民警很快抓到
了小偷。 曹先生家装修好没多久，尚无人居住，但他安
装了一款防盗监控，家中无人时如果有人进屋，监控会
拍下闯入者的照片连同“有人出现”的提醒一起发送到
户主手机里。 （据本报 11 月 14 日 6 版）

虽然现在很少有人在家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 ，但
随着年关将近，还是得提防小偷光顾。 科技防盗，装个
防盗监控也花不了多少钱。 特别是老旧小区，没有封闭
围墙，没有保安巡逻，地形相对复杂，人员出入繁杂。 有
了手机报警功能，感觉是把家装进口袋出门了。 但建议
还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不要以为有此功
能就想亲自活捉盗贼。 盗贼狗急跳墙，说不定会做出伤
人之举， 所以第一时间还是建议像曹先生一样选择报
警处理，防盗监控可以提供极为宝贵的破案线索。

女白领“脑子漏水”，低头族、IT 工作
者、驾驶员也要当心这个病

超负荷运转透支健康

深圳一名高级白领林女士，上个月突然头疼欲裂，
被医院确诊为自发性脊髓脑脊液漏出症。 她来到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治疗， 做手术才补住了漏
口。医生提醒低头族、IT 工作者、驾驶员等人群，都要防
范脑脊液漏的发生。 （据本报 11 月 13 日 15 版）

竟然真有 “脑子漏水 ”这个病 ，看完新闻吓得我拿
出体检报告又看了一眼。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我们的身
体都是在超负荷运转。 以前两三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现
在可能需要我们加班加点连夜完工； 以前两三个人的
工作，现在为了节约人力成本由个把精英单独承担。 连
职业运动员每个赛季的出场次数都在大幅提升， 虽然
我们可以观看的赛事多了，但这实在透支健康，增加了
受伤的风险。 每个职业都有特殊的工作方式，随之而来
的可能是职业病的侵扰。 虽然现实生活往往身不由己，
但有条件的人最好还是放慢工作生活节奏、定时体检，
加强身体保养锻炼，让“明天”总是跑在“意外”的前面！

阻止老人落入骗局需“两手抓”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如今越来越多 。
据晚报报道， 梁奶奶和老伴两人的退休
金一个月有 1.5 万元，但他们全花在了保
健品上。 为了买更多保健品，梁奶奶还陆
续抛光了自己持有的多只“牛股”。 她说，
这些年自己在保健品上毛估估花了一两
百万元了。 干嘛这么疯狂？ 上当了！

老人落入骗局，失去的什么？ 是财。
一把年纪了，钱攒了一些，结果一不小心
落入圈套，就丢了钱财。 钱财又往往是人
心情美好的基础、家庭和谐的催化剂，因
为失去钱财，于是心情也不好了，更影响
家庭和谐。 这样的例子几乎一抓一大把。
因此， 阻止老人落入骗局就成了大家的
希望。 如何阻止？ 需“两手抓”。

一手抓重拳打击行骗者。 行骗者之
所以行骗，一方面是因为有利可图，另一
方面是存在侥幸心理， 以为自己的行骗
不会付出代价。 重拳打击，就是要让他们
不但无利可图还要付出代价，这样，就可
以打消他们的歪心思， 老人自然就不至
于落入骗局。

秦先生的父亲今年 90 多岁， 母亲许
奶奶也有 80 多岁了，老人房间里就堆满
了保健品。 这些几千元一盒的保健品市
场价格才 100 元，这几年来，秦先生父母
还被忽悠着买了床垫、马桶，家里的水龙

头都换了，林林总总花了 200 多万元。 “对
这块的监管，真的希望社会各方都能重视
起来。 ”秦先生的希望代表了很多人的心
声。 显然，秦先生父母的受骗，与各方监管
不力是有关系的。 如果有强力的监管，一
定会使许多老人不再拿钱打水漂。

一手抓全力满足老人需求。 老人也是
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的 ，比如关爱 ，比如保
护身体健康 ， 比如掌握各种防骗知识等
等。 如果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势必会被
行骗者钻了空子。

做父母的往往会教育孩子，不要吃陌
生人的东西，不要跟陌生人走。 面对陌生
的社会，孩子是有对这种应对知识的需求
的。 老人常被称作老小孩，阻止其落入骗
局也是这么回事。

前面提到的梁奶奶，退休前是小学语
文老师，2002 年 3 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保
健品闯入了她的生活。 “年纪大了，总想身
体能健康点 ， 吃保健品对身体肯定有好
处。 ”有的老人则是心里空虚，儿女也见不
上面，卖保健品的倒是很贴心，嘘寒问暖，
结果就被“温暖”了，掉入陷阱。 你想，如果
儿女们多给点温暖 ，多关心老人 ，何至于
被骗子钻空子？

两手抓，谁来抓？ 当然不能光靠有关
部门，不能光靠儿女，而是要靠大家。 大家
一起上 ，多半就可形成洪荒之力 ，把老人
与骗局隔离开来就大有希望！

核心观点

重拳打击行骗者，全力满足老人需求。 大家一起上，形成
洪荒之力，把老人与骗局隔离开来。

核心观点

给老年人订份报纸，是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一个有效
方式，对他们保持愉悦心情很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