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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在外面
竟借贷不还？

◎周周

“小陈，我正准备去找你呢。这个人要加我的微信，
我不会弄，你帮我操作一下。不然他说明天就要扣我的
钱，每天都扣。”王奶奶远远地看见社区民警小陈骑车过
来，赶紧迎上去，“刚才我接了个自称是什么贷款公司的
电话，对方称我孙子欠他们的钱已到期，如果明天再不
还，他们就让我孙子去吃官司，还说已将名单提交法务
处理。他第一次打我没理会，直接把电话挂断了。第二
次打来，我思前想后觉得孙子不可能去贷款，又挂了电
话。第三次接听，对方说如果明天还拿不到钱，就要把
孙子送进监狱。你说会不会真是我在国外读书的孙子
惹了祸，借了人家的钱，又不敢告诉他爸妈，所以，就让
我替他还？小陈，你快帮帮我！不然成了失信人员可要
影响他的前程的啊。”

“奶奶，这事您和您儿子说过吗？”小陈问。
“没有，你晓得的,我儿子是个火暴脾气，若让他知

道了，说不准当时就飞过去把孩子揍一顿。”说到这里，
王奶奶更急了。

“奶奶，把您手机给我看看。”小陈拿过手机，仔细核
实确认老人的手机还未下载过不明App后，松了口气，
连忙安慰道：“奶奶，这个肯定是诈骗电话，您别怕，他说
的吃官司是在恐吓你。”

就在这时，王奶奶的手机又响了。“我是社区民警，
你是哪家贷款公司？请把你们官方电话号码报给我。”
小陈摁下免提键，表明身份，先发制人反问过去。

“我这边是客服，工号……我们官方电话……嘟嘟
嘟……”话没说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这当中，王奶奶
只听见对方说话支支吾吾，小陈却听出对方胡乱地报了
个根本不存在的号码。等小陈回拨过去，听筒里却传来
语音提示：“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
后再拨。”

“奶奶，您瞧，那个人听我是警察，吓得电话都不接
了。您就放心吧！”小陈安慰道。

“他们真的是骗子？我孙子真的没事？”王奶奶还在
为孙子的前途担心。

“如果您还不放心，我们现在就和孩子联系。奶奶，
您手机里有没有您孙子的微信？您和他视频，让他和您
说。”为了彻底打消王奶奶的顾虑，小陈看了看手表，觉
得这会儿国外正好是晚上，孩子大概率不会在上课。

果然不出所料，“奶奶，我在学校很好，这学期还拿
到了奖学金，正准备把喜事告诉您和我爸妈呢！让你们
为我高兴高兴！”屏幕里的孙子活泼快乐，叽叽喳喳说个
不停，王奶奶既宽慰又担心：“宝宝，你真的没事？有事
你就说出来，奶奶不会告诉你爸妈。”

“奶奶，您看我像有事的人吗？您不是常说我没心
没肺。嘿嘿嘿……”小孙子朝镜头做了几个别出心裁
的怪动作。王奶奶被逗乐了，一颗悬在空中的心终于
回归原位。

看王奶奶如释重负，小陈也替她高兴。
“小陈，你说这骗子真狡猾，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号

码？”王奶奶心有余悸。
“奶奶，诈骗团伙通过不法手段获取您的信息，冒充

借款平台客服联系您，然后谎称您的家人在平台借了钱
没还，需赶紧配合还款，否则将影响个人征信。只要听
出您态度中有一丝的犹豫和担忧，骗子就以加微信为
由，指导您下载网络贷款软件并诱骗您转账。”小陈就常
见的电信诈骗类型尤其是虚假网络贷款诈骗做了细致
的讲解，并叮嘱道：“奶奶，下次再遇到陌生人要添加好
友的，您千万不要添加。如果有搞不明白的，就赶紧来
问我，或者您就和他说，我去找社区民警，让她和你说。”
同时，小陈帮王奶奶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并开启
了“预警”功能。

◎白真智

最近，笔者回去探望父
母，正赶上社区联欢。老年
人组成的合唱团赢得青年人
的阵阵欢呼，青年人的吉他
弹唱也引得老年人拿起手机
拍照、录像。现场气氛热烈、
和谐，让人感受到两代人甚
至三代人之间的其乐融融。

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交
融不仅在联欢会里，平时，年
轻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照
料老年人的生活，为他们提
供各种服务；老年人也组织
了自己的志愿行动队，用技
能和人生阅历，为青年人解
难题、解困惑。在一个个感
人画面中，我们看到了青年
人帮扶老年人、老年人帮助
青年人的温暖场景，也感受
到了“代际交流”为社区治理
带来的无限活力。

社区是居民共同的家
园，青年居民和老年居民可

以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共同
为建设和谐社区尽心出力。

青年人精力充沛，学习
能力强，他们的知识和热情，
能为老年人带来更多便利，
成为老年人身边的“贴心
人”。除了送饭、理发、取药、
维修这些生活上的照料外，
还可以帮助老年人学会使用
手机等智能设备，方便他们
出行、看病；提醒老年人防范
电信诈骗，帮助他们守好“钱
袋子”……这些帮扶让老年
人的生活更舒心，也让一些
无法时时陪伴在老人身边的
子女更安心。

老年人退休之后，空余
时间较多。特别是一些相对
年轻、身体健康的老年人，有
精力、有能力、有阅历，完全
可以帮助青年人。比如，发
挥专业特长，开展义务诊疗、
艺术培训等活动，给青年人

提供健康咨询，帮助他们培养
兴趣爱好。青年人有热情、有
干劲，但缺乏经验、缺少体
验。老年人可以为他们传授
方法和经验，解决生活上的难
题，解开成长路上的心结……
在给予更多理解的前提下，老
年人的建议、指导会让青年人
受益良多。

加强青年人和老年人的
交流互助，社区大有可为。比
如搭建平台、提供场所，引导
两个群体彼此了解；也可以通
过倡议和宣传，发现各年龄段
有能力、有意愿的居民，把他
们组织起来，参与志愿活动。
很多地方的社区组织还将志
愿服务转化为积分，让奉献得
到回馈，吸引更多人加入进
来，壮大服务力量。

相信当越来越多的青年
人和老年人共同融入社区，社
区一定会变成更幸福的家园。

通州区公安局平潮派出所
的民警近日走进农贸市场等人
流量大的场所，现场为老人送
上反诈“护身福”。他们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老年
人容易听得懂、学得会、记得住
的方式，介绍常见的电信诈骗
手段，耐心讲解宣传资料上的
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
诈骗案例，让老年人更加直观
地了解电信诈骗的危害。

徐玲 吕炜照

新春临近，家住崇川区
城东街道北园新村的八旬老
人王进生正在制作生肖蛇花
灯。“这条总长4米的‘大金
蛇’足足花了我 15天的时
间，终于可以牵着它喜迎蛇
年了。”

在20多平方米的车库
里，摆满了王进生扎制的大
大小小、造型各异、色彩绚丽
的花灯。这些花灯中，除了

十二生肖造型的外，还有南
通老老少少都熟悉的兔儿
灯、蛤蟆灯、荷花灯、鸳鸯戏
水灯、猴子摘桃灯。王进生
还制作了《西游记》系列，包
括手持金箍棒的孙猴子、挥
着九齿钉耙的猪八戒等多个
肖像花灯。

今年 87 岁的王进生
说：“我退休前在原南通
市晶体管厂担任厂人武部

部长。我家祖辈几代都在
城隍庙里扎制花灯，所以，
我也算得上出生于花灯扎制
世家了。”

王进生告诉笔者，在退休
后的27年里，他已精心扎制了
800多件各式花灯，绝大多数
都送给了中小学校师生和社
区居民。他平时也乐意受邀
到社区、中小学给居民和师生
传授扎制花灯的技艺。

八旬老人喜扎花灯迎接新年
◎李斌

送上反诈“护身福”

让青年人和老年人多一些交流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