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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字
画收藏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
精神文化需要。不少老年朋友在欣
赏字画、修身养性的同时，也希望能
够通过自己精准的眼光，进行一些
相关的收藏投资。骗子对字画收藏
这一块业务也毫不含糊。不少老同
志就着了骗子们的道，造成了不小
的经济损失。

南通的方老师以前就喜欢收藏
书画，退休后他有了更多时间投入
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的老同事张老
师无意之间加入了一个艺术品收藏
的微信群。他知道方老师有这方面
的爱好，便在没有认真鉴别的情况
下，将方老师拉进了微信群。

因为老同事的缘故，方老师也
没有多考虑，每天在群里看看字画、
听听群友谈论字画投资，也挺开
心。群里时不时会搞一些抢购活
动，看群友们热火朝天的抢字画场

面，方老师也有点心动。让方老师
决定参与抢购的是：抢到的字画如
果不想要了，还能在群里卖掉。方
老师看到不少群友低买高卖，赚了
不少钱，不由得也摩拳擦掌，开始跟
风抢购。

抢了几次，方老师都没有抢到，
这让他有点着急，但还是坚持着。
一天，他终于以三万多元的价格抢
到了一幅字画，兴奋得让他在付款
的时候毫不迟疑。

等了好几天，兴奋劲都退去了，
方老师还没有收到字画，他寻思着
这快递怎么这么慢？他想去群里询
问一下快递单号，可发现已经被踢
出了群聊；他又找之前和他联系邮
寄事宜的群友，可对方也把他拉进
了黑名单。方老师着急了，去问张
老师这是什么情况？张老师又哪里
知道是什么情况呢，他早已经不在
群里了。方老师这才发现上当了。

像这样在微信群里直接行骗，毕
竟很容易露馅，更多的字画收藏骗局
设在所谓的“字画投资网站”或者软件
中。米老爹就在网上浏览字画时，无
意看到一个“字画投资平台”。经注
册，他成了平台会员。他先进行了小
额的字画投资，经过几次所谓的“平台
买卖”，他平台账户中的收益越来越
多。投入了十多万后，米老爹想着提
现，可平台要求要再完成三笔投资才
能提现。好在米老爹这时候想起了公
安机关的反诈宣传，没有继续投钱，避
免了更大的损失。

这些字画投资诈骗，都是有组织的
团伙作案。团队成员分工明确，还具有
一定的字画鉴赏知识，极具迷惑性。老
年朋友们对艺术品收藏投资要谨慎，一
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轻信
来历不明的聊天群、投资软件、投资网
站。如果遇到此类情况，应第一时间固
定证据，及时向警方报案。

字画收藏投资真能稳赚不赔？
◎阿武

几年不见的爆米花师傅最近
又开始在居民小区里走动出摊。
爆米花的师傅姓徐，现居住唐闸
镇。平时在待开发的地块上种菜，

地里不忙时老两口就出来，靠爆米
花的手艺赚点外快、贴补家用。徐
师傅告诉我，他和老伴一年中一般
有6个月到外面来经营这个生意，

天气太热太冷时就不出来了。
徐师傅除来料加工外，还供应自

产的玉米、小麦、大米、山芋干等。来
料加工每锅收加工费6元；买他的原
材料，每锅收15元。顾客要求多加点
料，他也照做，从不斤斤计较。

徐师傅介绍，锅的压力保持在
1.2公斤，超过就会有危险。每爆一
锅耗时大约12分钟。以前需要用人
力拉风箱，现在直接用鼓风机，由电
瓶车的电瓶供电，可以省一些力气。
出锅时，徐师傅有自己的操作秘诀：
用榔头一下子敲开锅盖，而不是拉
开。他说这样开锅的速度更快，爆出
来的米花更饱满香脆，也更好吃。准
备开锅时，徐师傅会预先高喊“响啰
响啰”，以免附近的大人小孩被响声
吓着了。

年近八旬的徐师傅说：“趁我们老
两口目前身体还算不错，出来做做。
不过，现在有了很多制作爆米花的新
办法，轻松又省力，像这种老式的工艺
烟熏火燎，风里来雨里去也辛苦，已经
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了。”

“重出江湖”的爆米花老人

前不久老友聚会，老黄讲了他
一个朋友遇到的糟心事。那个朋友
收到一则手机短信，说她在某抽奖
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奖金为 68000
元。她非常高兴，就照手机号拨过
去,对方说要先缴纳所得税才能领
奖，她瞒着家人照对方提供的账号
汇去了钱，可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
任何音信。她又打那个手机想问情
况，才发现怎么也打不通了。

我们就此事议论了一番，觉得
历来骗子采用最多的方法，一种是
以利诱惑，一种是编造一些事件进
行恐吓。对诱惑，我们要时时记得，

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贪图额外的“好
处”。遇上莫名其妙的获奖通知、不
知来历的邮寄包裹、送上门的便宜
货、特别丰厚的投资回报等，千万不
要 贪 图 小 利 。 而 收 到 诸 如“ 你
家××出事了”“你的账户涉嫌洗
钱”之类的恐吓电话，要求你提供
银行卡号和密码、把钱转移到对方
提供的“安全账户”时，更要及时与
家人通气，或者干脆直接拨打 110
求助。

近年来，诈骗案件多发，我虽然
还没有遇到，但防患于未然，我特别
注意阅读此类新闻，还关注了“南通

反诈”的微信公众号。骗子们对人心
把握之精确、行骗手法之多样、套路
翻新之快，都令我不寒而栗；人民警
察多措并举，打击犯罪分子、提高群
众防骗意识和反诈能力，维护稳定，
也令我安全感倍增。

老年人是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
之一，虽然有公安机关筑起的反诈防
线，我们也要多掌握反诈知识。最近
我又听说一些通过新科技实施的新
诈骗方式，包括扫描二维码进入骗子
设置的陷阱、AI换脸或者模拟家人声
音骗财等，看来学习反诈也必须与时
俱进，不能放松。

◎乔麦

老年人更应积极学习反诈知识

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各自父母
的养老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一个从事社会工作的朋友谈了他的
看法：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虽然很复
杂，不过，概括起来基本就是物质与
精神这两个方面。

从物质方面来说，就是让家里
的老人吃饱穿暖、衣食无忧。大多
数老人对物质生活要求都不高，不
会像某些人那样追求所谓的精致、
奢华，他们所要的，不过是物质生活
上的安全感和踏实感。随着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目前许多老人的物
质条件改善了很多。

不过精神层面的养老更加值得
关注。老人越老，对子女的依赖性
越大，这种依赖，更多是精神层面
的。这个朋友建议，如果条件允许，
儿女们尽量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同
住，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跟父母
同住，也要经常回家看望父母。

我也想起了自己父母的养老问
题。我和弟弟都不在老家工作，只
有妹妹距离父母最近。我和弟弟每
月都按时往父亲的银行卡里打钱，
作为赡养父母的费用。妹妹也提出
要给钱，被我们婉拒了，一是根据传
统习俗，男丁在赡养父母方面要承
担更多、更大的责任；二是妹妹家距
离父母近，能够经常回家探望父母，
平时父母有个什么急事也都是妹妹
妹夫提供帮助，也是对父母的一种
赡养形式。总之，我们出钱、他们出
力，都尽到了自己的孝心。

我和爱人多次力劝父母搬来和
我们同住，哪怕小住一段时间也好，
却总被父母婉拒。父母的理由很简
单也很有力，他们的根在老家、魂也
在老家，故土难离、穷家难舍，到了
城市里，哪里哪里都不习惯，不想活
受罪。

我和弟弟只能作罢。不过，我
们都知道，父母有时还是会感到孤
独寂寞的，尤其是想念我和弟弟的
孩子——他们的孙子孙女。有时
候，我的两个女儿和爷爷奶奶视频
通话，母亲说到一个什么话题，会突
然声音哽咽甚至哭起来，让我心里
也很难过。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
尽量利用各种假期多回家，平时多
和父母通电话。尤其是给父母每
人配备了一台智能手机，并且手把
手教会他们视频通话，联系更加频
繁了。

我觉得，作为子女，目前所能做
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心里满是惭愧，
但又倍感无奈。

赡养父母的
“物质与精神”

◎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