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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妇上当跑出去汇款
民警分三路寻找叫停

本报讯（记者 田建军 通讯员
侯海燕）11 月 12 日下午，襄城县一
名 46 岁的农妇接到骗子冒充办案
民警打的电话后，为了不被“刑事
拘留”，跑出家门汇款。她的儿子
报警后，民警立即分三路寻找，终
于找到了正在银行汇款的她，让她
避免了 1万元损失。

接电话后，她要给骗子汇款

11 月 12 日 15 时 40 分许，一名
青年男子跑到襄城县公安局汾陈
派出所报警，说他妈吴英（化名）接
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市
公安局的办案民警，正在侦查的一
起 案 值 200 万 元 的 诈 骗 案 牵 涉 吴
英。为了调查取证，他要求吴英立
刻 把 家 里 的 钱 汇 到“ 专 案 组 账
户”。他还说，如果拒不汇款，那么
刑警立刻上门抓捕、拘留吴英。

“我妈接电话的时候用了手机
的免提功能，我听得一清二楚。我
想起来，前几天，派出所的民警到
我们村宣传电信诈骗知识，其中骗
子冒充公检法人员打电话诈骗的
案例，跟我妈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我还没来得及劝她，她就出门了。”
青年男子急匆匆地说。

民警抢在她汇款前叫停

襄 城 县 公 安 局 汾 陈 派 出 所 所
长张晓鸣得知情况后，立即命令所
有民警分三路寻找吴英。约 10 分
钟后，在汾陈农商银行一网点内，
民警终于发现了正在办理汇款手
续的吴英。

民警告诉吴英，她遇到了电信
骗子，吴英不相信。民警反复解释
后，她才明白过来。

吴英对民警说，骗子要求她当
日至少汇过去 5 万元，随后视案情
发展确定剩下的数额。“我说家里
现在只有 1 万元钱，骗子马上给我
发过来了一个账号。你们来的时
候 ，我 正 准 备 把 1 万 元 钱 汇 过 去 。
你们如果晚来一会儿，这 1 万元钱
就汇出去了……”

吴英告诉民警，事发后，她不
把这件事告诉家人，还跑出去单独
汇款，是因为骗子一再警告她不能
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如果告诉家
人，一定会连累家人。

民警针对此类骗局支着儿

11 月 13 日上午，针对此事，许
昌市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和襄城
县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的办案民
警告诉记者，只要记住两点，就能
避免上当：

1. 司法机关不会以打电话、发
短信的方式告知当事人涉嫌某种
犯罪行为，更不会提供所谓的安全
账号要求当事人汇款；

2.接到此类电话、短信，大家可
通过拨打 114 等快速查找“办案单
位”的电话号码并进行核实，千万
不要轻信或随意拨打“办案人员”
提供的“办案电话”。

□ 记者牛志勇 文/图

对于 78岁的许昌市老干部大学教务
长路应周来说，来到办公室，打开报纸静
静地阅读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也是一
种幸福。路应周对《许昌日报》《许昌晨
报》有着特殊的感情。从 2002年至今，他
坚持剪报，已积累厚厚的 12 本。这些自
制剪报不仅见证了老人的读报情结，而
且从某个角度见证了许昌的发展。

坚持剪报近18年，积累12本
“这是我 10 多年来积累的 12 本剪

报，有 10 多斤重。”11 月 15 日，在许昌市
老干部大学，78 岁的路应周指着放在桌
子上的剪报本说。记者看到，这些剪报
本是用素描本做成的，里面粘贴有《许昌
日报》《许昌晨报》的文章、图片。

为何要做这样的剪报？这事儿要
从 2002 年说起。“2002 年，我担任许昌市
老干部大学教务长并分管宣传工作。”
路应周说，为了搞好宣传，当年，市委宣
传部组织许昌相关媒体的记者召开了
一次座谈会。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路
应周与许昌的一些记者成了朋友。许
昌市老干部大学发生的新鲜事、学员做
的好事等陆续出现在报纸上。

“于是，我想用剪报的形式，将这些
见报的稿件剪下来并保存好。”路应周
说，“从 2002 年至今，我已经坚持近 18 年
了。”

剪报内容见证许昌发展
2002 年，《许昌日报·社会晨刊》创

刊。它是 2004 年 3 月 1 日创刊的《许昌
晨报》的前身。多年来，《许昌晨报》一
直 伴 随 着 路 应 周 。 从“ 体 现 新 闻 的 力
量”到“做市民有用的新闻”，变化的不
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是一张报纸的面孔

和 温 度 。“ 以 前 ，晨 报 的 很 多 版 是 黑 白
版，现在很多版是彩色版。”路应周说，
当年《许昌晨报》创刊时，他提了“贴近
贴近再贴近”的建议。

“2002 年，许昌开展创卫工作。这
是我们在清潩河边捡拾垃圾；这是‘非
典’过后，人们在公园里晨练；这是学员
参与全市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路应
周翻开剪报本，指着一篇篇稿件说，从
2002 年至 2018 年年底，他粘贴入册的新
闻稿件有 1755 件。这些稿件有的见证
了 城 市 的 发 展 ，有 的 见 证 了 学 员 的 成
长，很有意义。

剪报成珍贵资料，传递正能量
多年来，《许昌晨报》报道了许昌市

老干部大学大批才艺达人及大量好人
好事，如善于作画的李桂英、爱好摄影
的 杜 天 杰 、剪 纸 高 手 李 保 华 、“ 一 元 大
娘”张淑英、助人为乐的李乾建等。这
些粘贴在剪报本里的故事，传递了正能

量。
“12 本剪报见证了许昌市老干部大

学 10多年来外宣工作的开展情况。上级
领导来检查工作或外单位来学习经验，
这些剪报作为珍贵的资料，是他们的必
看之物。”路应周说，对于宣传工作，他也
总结了一些规律：紧跟形势，组织活动；
利用优势，发掘资源；发现典型，做好引
导；追踪报道，扩大宣传。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路应周依然每
天坚持读报。这不仅是他的一种习惯，
而且是对报纸的信赖。路应周说，他会
继续这样做，保留更多精彩的许昌故事，
留下有温度的记忆。

本报讯（记者 牛书培
文/图）建安区苏桥镇杜陈
村村民王喜全的 40 亩梨园
今年丰产，但是滞销。如果
再卖不出去，这些梨就会被
冻坏，一年的辛苦白费了。
11 月 15 日 上 午 ，许 昌 报 业
传媒集团晨报党支部共产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一行 10
余人驱车来到王喜全的梨
园，当场购买 800 多公斤黄
梨。

“梨很大、很甜，20 元一
袋，值！这么好的梨必须与
同事们分享，既自己受益也
帮助了农民，一举两得。”一
位志愿者这样说。据悉，王
喜全的黄梨滞销的消息经
本报刊发后，众多爱心企业
和市民伸出援手，帮他走出
困境。

党员志愿者
购买滞销梨

↑ 11 月 15
日，许昌报业传媒
集团晨报党支部
共产党员志愿者
服务队的党员志
愿者购买黄梨。

→ 11 月 15
日，一位村民展示
今年丰产的黄梨。

近 18年坚持剪报，见证老人读报情结

路应周：留下有温度的记忆

路 应
周（左）在
和同事分
享剪报中
的故事。

拾金不昧受称赞
本报讯（车世政）近日，中原

银行许昌市颍昌路支行员工丁军浩
在胖东来生活广场附近捡到一部苹
果手机，并辗转联系到失主，将手机
完璧归赵。失主对丁军浩拾金不昧
的行为高度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