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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幸亏骗子是社区工作人
员假扮的，不然又上当了！”昨天上
午，在新华区西市场街道辉光社区会
议室举办的“擦亮眼睛别上当 防范诈
骗大讲堂”上，73岁的居民李全周说。

“您好，我们是爱康公司，本周
六有一个关于老年人的健康讲座，
只要参加就有礼物相送，请报一下
您的身份证号……”李全海家住辉光
社区矿前小区，两天前，与社区里不

少老人一样，他接到了这样一个陌生
电话。

“其实，这个电话是我们社区工
作人员拨打的，主要是想提前对老年
居民的日常防诈骗意识进行一次摸
底。我们共拨出20多个电话，有6位
老人‘上钩’。”辉光社区主任郑倩说，
如今诈骗手段花样百出，以老年人为
行骗对象的诈骗案例时有发生。为
切实做好社区安全防范教育，提高辖
区老年人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该
社区特意举办了此次讲座。

“中奖诈骗”“保健品诈骗”“旅游
诈骗”……在当天的讲座中，主讲老
师、社区工作人员张潇楠借助大屏幕，
用漫画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在场的
老年居民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诈骗案
例及作案特点，传授了一些基本的防
骗招数。

67 岁的任玉娥听得很仔细，还
做了笔记。她说，自己曾在骗子的
引诱下买过假药、假蜂蜜、80 元钱
一副的劣质眼镜等，听了讲座受益
匪浅，以后再也不会随便相信天上掉

馅饼的事了。
与任玉娥同来的邻居陈平还和大

家分享了她的一次上当经历。三年
前，有人在她们小区游园内搞连续性
戏曲演出，当时主持人号召现场观众
花200元“买”一条珍珠项链，第二天
来看戏时不仅可以全额退款，还能领
到一个小礼物。见邻居们之前买项链
的钱都退了，她也买了一条，结果第二
天怎么都找不到对方了。“老师说得
对，贪小便宜吃大亏，骗子很多时候就
是抓住了这个心理。”她说。

社区人员化身“骗老族”帮老人筑起“防骗墙”

□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12月 17日上午9点多，一阵阵悠
扬的乐声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滨
路街道湖光社区一楼会议室传来，十
几位老人在民乐队指挥杜飞云和王珊
的带领下，排练元旦表演曲目。

组建民乐队
老人有了好去处

几十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异常热
闹，扬琴、中阮、大阮、笛子、二胡、琵琶
等民族乐器齐上阵。“这一节一定要拉
到位，大家注意点儿。”杜飞云强调
道。在他的指挥下，大家一遍遍排练，
认真劲儿丝毫不亚于专业演奏者。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民乐

队越来越壮大了。”民乐队组织者、66
岁的张亚琴说，她是市区一所小学的
退休教师，家住九天庄园小区。2009
年退休后，她去外地待了几年。2015
年回平后，忙碌的她突然闲了下来，感
到很无聊，于是和邻居王巧玲、王淑兰
商量组建合唱队。有着共同爱好的她
们一拍即合，在湖光社区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组建了合唱队，成员从最初的
十几个，慢慢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人。

合唱队有了，有乐器伴奏岂不是
锦上添花？2018年下半年，张亚琴开
始着手组建民乐队。经过多方招募，
热爱民乐的老年乐手从我市四面八方
前来，他们多为退休人员，年龄从60
多岁至70多岁。由最初的几个人，到
目前的30多人，乐器种类也增添了不
少。民乐队平时主要演奏一些积极向
上的曲目，还时常参加市区及社区组

织的一些活动，逢年过节演出
更是重头戏，渐渐

地，民

乐队在附近小有名气。
不久前，乐队又新增了大提琴、电

子琴等乐手。“下一步，我们准备来个
中西结合。”张亚琴笑得很灿烂。

“心”的家园
让晚年生活更精彩

今年 71 岁的王秀英家住姚孟电
厂附近，是位中阮演奏手。她多年前
退休在家，刚开始帮忙带孙女，随着孙
女长大，整天赋闲在家的她感到空
虚。2016年，王秀英报名参加市老干
部大学组织的中阮演奏班，跟着老师
勤学苦练，从最初不识谱的“外行”到
逐渐能够独立识谱、演奏。2018年下
半年，经人引荐，她加入该社区的民乐
队，每周定时来参加活动，生活变得充
实而忙碌。“在这里我结识了不少志同
道合的朋友，也收获了友谊和快乐。”
王秀英说，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有空，
每周二和周四的排练她都会准时参
加。

“自从加入民乐队，我的晚年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今年75岁的沙
先生说，他从小对二胡情有独钟，当时
条件不允许，没有机会学。退休后他
跟着专业老师学拉二胡，圆了儿时的
梦想。两年前，他加入民乐队，和乐手
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虽然从自家
到该社区需要步行40多分钟，但每次
活动他都按时参加。

民乐队指挥王珊是位退休音乐老
师，两年前被邀请到该社区民乐队当
指挥，挑选、复印曲谱、指挥，她总是乐
此不疲。“平时忙忙碌碌，在这里我找
到了‘心’的家园。”

“组建民乐队的初衷就是让他们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湖光社区主任
陈璐说，该社区共有21个小区，5300
多户居民，其中老年人占半数以上。
民乐队组建后，他们联合共驻共建单
位和爱心组织为大家购置了谱架、
电子琴等器材。同时，他们也希望更
多老年人参与进来，共奏社会和谐音。

社区民乐队 奏出和谐音

民乐队十
几位老年乐手
聚在一起排练
元旦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