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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可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老年人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在合
理范围内的追星本身也是一种内
心需要。

看上去帅气硬朗、成熟稳重的
知名演员靳东便是不少“老母亲”

“老阿姨”心中的“白月光”。可谁
曾想，骗子也盯上了年纪较大的这
个粉丝群体，不少老年“忠实粉丝”
中招。

李阿姨今年60岁了，退休后一
人在家，大部分时间就是逛逛网上
直播间打发时间。在一次闲逛中，
她发现了一个对她来说简直是宝藏
的直播间——明星“靳东”的直播
间。李阿姨在平时就比较喜欢靳
东，这次发现了心仪明星的直播间，
如获至宝。进靳东直播间，成了阿
姨每天必做的事情。

直播间没有靳东真人出现，只
是播放着他的视频，但是温柔款款
的声音让李阿姨心动不已。后来主
播出现了：“大家好，我是靳东。我
虽是明星但也是普通人，希望在直
播间能交到真心朋友。”

李阿姨当然想成为靳东的真心
朋友，但是要成为朋友必须要先加
入“明星粉丝团”，她便毫不犹豫参
加了。此后，李阿姨便开始积极参
与“靳东”组织的“应援投资”和“公
益项目”。当然，想参与偶像的事
都要花钱的，李阿姨背着家人通过
转账的方式，前前后后砸进去20
万元。

阿姨的儿子王先生终于发现母
亲每天都在“靳东”的直播间里聊
天，而且不知为什么总是神神秘秘，
便记住了直播间账号，偷偷拿到母
亲手机，查看了聊天和弹幕记录等
线索。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王
先生发现母亲频繁转账，且对方账
号十分可疑。

王先生去靳东的官方账号查
询，发现他从未开展过此类直播互
动活动，更没有所谓的“私人直播
间”，急忙劝阻母亲。哪知道李阿姨
根本不听，对心爱的大明星无怨无
悔地付出，不断把自己的积蓄送出
去。王先生无奈报警求助。

警方多次上门进行反诈劝阻，

李阿姨和许多受害人一样，已被深
度洗脑，坚信对方就是真实的明星
靳东，拒不配合警方调查，坚称想给
谁钱是自己的权利。

好在警方很快查明了这一在短
视频平台上以靳东名义开设“明星
私人直播间”实施诈骗的幕后团伙，
将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现在，许多骗子利用部分老年
人缺少精神寄托、生活比较空虚的
弱点，用虚假的关心关爱冲破被害
人心理防线。

他们通过虚构名人、明星身份，
邀请粉丝加入各种“粉丝团”“应援
团”，从进团到直播互动到加微信

“私密聊天”，一步步诱导被害人与
“明星”建立情感联系，再以“投资、
公益、应援、恋爱”等各种理由索要
钱款。他们在直播中使用的明星照
片和视频资料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互动过程中，他们使用的明星声音
也是通过软件修改的变声音频。

阿武提醒：老年人要理性追星，
尤其是在他们不熟悉的网络环境中
更应提高警惕、谨防被骗。

◎阿武

小小蛋壳绘出大千世界

老阿姨进了偶像的直播间后

“蛋画是在鸡、鸭、鹅蛋外壳
上绘制的一种民间画艺，在立春、
立夏时节，有些地方有在蛋上涂
颜色的习俗，这便是最原始的蛋
画作品。”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
蛋画工艺，阮海麟经常做客各类
社教活动，分享他与蛋画半个多
世纪的情缘。

家住崇川区和平桥街道北濠
桥东村的阮海麟今年76岁，是远
近闻名的党员志愿者。在他的家
中，摆着各式各样的蛋画作品。

阮海麟上小学时便对美术产
生了浓厚兴趣。他第一次看到蛋
画作品是在一家旅游商店里：“晶
莹洁白的蛋壳上展现的人物栩栩
如生、山水风景如画、花鸟啾啾欲
鸣，我感到很神奇，似乎小小的蛋
画里有个浓缩的世界。”阮海麟从
此走进了这个世界，开始尝试蛋

画创作。由于蛋壳不是平面，而是
球状曲面，蛋画并不容易，失败是常
有的事。阮海麟通过不断实践，终
于摸索出了诀窍，成功率越来越高，
画面质量也有了提升。

阮海麟的父亲非常支持他，特
意为他的作品配了玻璃盒子，家人
和邻居们常来欣赏，称赞不已。

高中毕业时，学校原本准备推
荐他报考浙江美术学院，但“文革”
不仅打破了阮海麟的大学梦，也让
他许多心爱的蛋画作品毁于一旦。
1967年，阮海麟下乡到响水农村插
队落户，劳动之余，他仍坚持创作，
又根据自己的记忆，以上海、韶山、
北京和广州四地作为素材，创作了
一组蛋画作品。如今，这组作品仍
然保存完好，成为他保留至今的年
代最久远的作品。

为何蛋画能保留这么长时间？

阮海麟解释说，在创作蛋画作品前，
先要将鸡蛋或鸭蛋里面的蛋黄和蛋
清取出，清洗晒干，这样的蛋壳就能
保留很长时间了。

2007年，阮海麟退休在家，有了
更多时间进行蛋画创作，内容更加丰
富多彩，形式也更加多样，包括吊蛋、
卧蛋、图案蛋、彩蛋、脸谱蛋等等。“我
尽量选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参
考和收集大量的民俗图片和名家国
画，将各种技法灵活运用到蛋画绘制
上。”阮海麟说。

2011年，阮海麟的作品在南通市
首届旅游品创意大赛上获奖，他感觉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因此萌生了向社
会推广蛋画艺术的想法。随后，阮海
麟走进幼儿园、大学校园、老年人活
动中心等处，寓教于乐，手把手教授
蛋画，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喜欢蛋
画这种传统文化，并且传承下去。

带出老人精气神
◎孙同林

每当太阳能路灯亮起来的时候，
如东县袁庄镇孙庄村小区新建的文化
广场上便响起了阵阵音乐，告诉大家
小区广场舞要开始了。老年人们闻声
而动，有去跳舞的，有老伴要跳自己陪
同的，还有看热闹解闷的……

现在，孙庄有了自己的老年广场
舞队，成员中年纪轻的五十多岁，年纪
最大的已经八十有五。

孙庄小区老年广场舞队的发起人
徐希梅女士今年61岁，中等个儿，脸
上总是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在城里工
作的时候，她就是广场舞爱好者；去年
她退休回老家，发现孙庄的广场舞还
不普及，便建起了老年广场舞队，带领
大家跳广场舞。

徐希梅领舞时会经常回望，如果
发现了普遍性的问题，就停下来给大
家讲解纠正。后来，很多老队员都会
像她一样，热心地给新成员示范。

镇上原文化站长骆爱宏原本是会
跳舞的，只是因为股骨头有过病变，不
敢多运动，自从他老伴儿爱上了广场
舞，他也坚持天天来做些轻度锻炼。

王梅根老大爷虽然是男性、又住
得较远，但他却是这个团队最忠实的
追随者，自从参加广场舞锻炼后，天天
都来。他总是悄悄站在边侧，动作不
是那么标准、舞姿也没那么优美，但跳
得认真投入，从头到尾一曲不落。

自然也有跳得好的老手，让这个
普通的乡镇小区广场舞队多了亮色。
经徐希梅精心组织，孙庄老年广场舞
队有了拿得出手的几个保留节目，他
们还组织了活动，去养老院慰问演出、
参加乡村大舞台表演，在当地也小有
名气。

一名队员的孩子开心地说，没想
到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老年广场舞队，
让整个小区夜晚添了人气和生机，最
主要的是让一些空闲的老年人有了个
好去处，比如他的母亲，不再像以前一
样一天到晚坐在牌桌上一动不动，现
在既要锻炼又要准备演出，精神生活
丰富了，连平时的话题都和以前不一
样了！

◎津聿

下左：阮海麟向孩子们讲授蛋画技艺。下右：阮海麟的蛋画作品。

国庆、中秋双节将至，崇川区和
平桥街道北濠东村戏剧社票友走进
千禾护理院慰问演出，使老人们感受
到了社会的关爱。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