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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1 月 22日，由市文联主
办的2024年“贺岁龙年 福至万家”
文艺惠民活动走进“屈原故里”鲁
山县张官营镇，来自市书法家协会
等机构、单位的十余位书画家现场
挥毫，创作春联、福字和年画千余
副（幅）赠予该镇居民，陪伴他们度
过一个充满文化气息和年俗味道的
一天。

当天上午9时，文艺惠民活动在
张官营镇屈原文化广场南侧的屈原
文化展览馆内拉开帷幕，得知消息
的村民早早在此守候。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
根，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书画家丁
来安，书法家李志强、宋协一等我市
十余位书画家各守一隅，摊开纸，运
起手中的笔，创作出一幅幅作品。

据统计，我市十余位书画家当
天创作并赠予张官营镇居民春联、
福字、年画共千余副（幅），书画家精
湛的技艺赢得了当地居民的赞誉。

文艺惠民进鲁山
名家字画赠村民 1 月 22 日，鹰城雪后的气温降

至-5℃，但在叶县任店镇月庄村蔬
菜大棚里，绿油油的韭菜已经长成，
即将上市，这让种植户陈小锋高兴不
已，他种植的20亩（1亩≈666.67平方
米）韭菜主要供应市区年货市场。

据了解，目前月庄村 1300 亩冬
韭菜陆续收割销往市区和周边县
市。该村韭菜以色泽好、口感佳备受
市民青睐。韭菜作为年夜饭里一道
美味的蔬菜，将以韭菜饺子、韭菜炒
鸡蛋、韭菜盒子等各种佳肴呈现在市
民的餐桌上。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韭”等你来

桃花源小区遵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由物管会和小区业
主向社会公开选聘物业服务企
业，报名时间2024年1月22日至1
月26日（工作日上班时间）。报名
咨询电话和地点：0375-8978169
九里山街道飞翔社区，报名时请
携带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和无
犯罪记录证明。

物业选聘公告
■广告

网络博彩
务必远离

□本报记者杨元琪

年关将至，骗子
们也开始“冲业绩”
了，尤其是线上各种
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1 月 22 日，市公安局
发布反诈提醒：请广
大市民提高警惕，拒
绝“高利”诱惑，不要
把一年积攒下来的辛
苦钱变成骗子的“年
终奖”。

“先生，您的 258600 积分即将失
效，请点击链接迅速兑换礼品。”近日，
市民许冰（化名）收到了一条短信提醒，
他按照提示进行线上操作，又是输入电
话号码，又是提供银行账号。许冰提高
了警惕，向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朋友进行
咨询，被告知“立即停止操作”，避免落
入骗子圈套。

最近一段时间，像许冰这样在“诈
骗陷阱”游走的市民还真不少，骗子打

着各种幌子开始“冲业绩”，“积分清零”
只是常见的一种。

年底不少商家会推出积分清零活
动，这时候骗子也盯准这个契机来忽
悠人。

有位市民就收到了“积分兑换”的
提醒短信，看到短信是由手机号码所在
的运营商发来的，而且短信里的网址与
真实网址相似，他并没有过多的怀疑，
就用手机打开了网址。不久后，这位市

民就收到多条信用卡消费短信提醒，损
失近万元。

市反诈中心民警说，骗子发送的短
信号码大多为00、10开头的长号，有时
候还会使用虚拟号码冒充运营商发信
息，收到此类信息的市民请不要理会并
拉入黑名单。当收到含有链接的短信
并要求提供银行卡等重要个人信息的，
请不要理会。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报
警止损，并留存各种截图证据。

到了年关，企业资金往来频繁，有诈
骗分子利用网络渗透的漏洞，盯上了企
业的财务工作人员。最近发生一起典型
案件，受害人张某为私企财务人员，他的
微信突然被拉入一个小范围“工作群”，
群内人员的头像、名字均和本公司领导
一致。几人在群里聊的近期工作均与现

实相对应。某日，群里的“刘总”发来一
个付款信息，要求张某向指定账户转账
10万元作为往来款，并称这笔钱会在两
日内退回。张某没有多想，随即用公司
账户向对方转账10万元。转账后公司真
实领导刘总收到短信提醒，询问张某后
发现被骗，并立即报警。

民警提醒：企业应当建立完善、严
格的财务审批制度，遇到企业领导要求
转账汇款时，务必当面或电话联系领导
核实情况。此外，企业财务人员应强化
网络安全知识培训，不要轻易点击邮
件、网页上的链接，防止中木马病毒、泄
露公司机密。

捂好钱袋过大年 反诈民警敲黑板：

拒绝诱惑，别给骗子发“年终奖”

年底“买买买”的热潮马上来了，诈
骗分子同样盯住了这个“商机”，准备大
捞一把。

近日，大学生小张准备入手一部畅
销手机，由于在官网没有抢到货，便想
通过其他网购平台入手。经过一番查
找，小张在某网购App上看到有家店铺
正在售卖该款手机，而且比官网足足便

宜了近千元。
在咨询卖家时，对方称平台交易权

限不够，需要换个方式交易。于是小张
通过店铺页面显示的微信号添加了对
方好友，并敲定了手机价格与邮寄地
址。随后，卖家向小张发来了一个“交
易网站”链接。小张打开链接，并按“网
站”上预留的银行账户转去近 4000元

后，对方突然“消失无踪”，微信也被拉
黑了。

民警提醒：购买商品要在正规平台
交易，按规范操作，切莫脱离平台私下
进行操作交易，不要轻易扫描陌生人发
送的二维码，或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
不要随意在网站上输入个人信息及银
行卡账号、密码等。

春节临近，归心似箭，网上买票也要
提高警惕。有不法分子利用春运大潮“抢
票难”的机会，制作虚假售票网站或木马
网站，打着“打折票”“确保订到”的幌子大

肆进行宣传，等到受害人上钩后，趁其输
入银行卡账号、密码等信息时，从网站后
台盗取信息，然后转移受害人的钱财。

民警提醒：购买车票时一定要通过

正规渠道订票，不要轻信各种噱头，更
不要将身份证、银行账号等重要信息上
传到非正规网站和非正规应用商店下
载的App。

放假在家，有的人经不起诱惑，参
与网络博彩，最后跌入诈骗深渊。

市民赵先生逛街时在街头扫码领
取小礼品后被拉进一微信群，群内多是
谈论如何让钱生钱的办法。赵先生经
不住诱惑，下载了某博彩 App，在“导
师”指导下，下注买彩票。充值100元，

获利 20元或更多，次日到账。初获小
利，赵先生喜不自禁。可是利欲熏心，
赵先生为了争“头奖”，下注越来越大，
同时也步入了骗子的圈套，最后损失两
万余元。

民警提醒：犯罪团伙利用有些人的
侥幸心理，先让参赌者赢一部分，再让

其一步一步落入陷阱。还有犯罪分子
设置木马网站，参与者充值的钱只要进
了他们的账户，最终都有去无回。

总之，骗子的手段层出不穷，但他
们“营销核心”无非就是“高利诱惑”“便
捷行事”，请大家擦亮眼睛，捂紧钱袋
子，不要给骗子可乘之机。

网上订票
小心套路

线上购物
莫贪便宜

“领导”交办
多问一句

积分兑换
切记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