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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市区黄山路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辉 实习生 王明玉

3月 18日上午 10时许，中原银行漯河黄
山路支行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向记者反映，78
岁的周雷老先生来到银行咨询：一家公司让
周老先生给他们汇款一万元。银行工作人员
怀疑是骗子所为，当即拨打“110”报警。记
者闻讯赶到中原银行漯河黄山路支行。“只要
是先让你交钱的，千万别相信，犯罪分子经
常瞄准你们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接警赶到现
场的市公安局的几位民警正在向周老先生解
释这件事情。

骗局：陌生人寄来特快专递

据了解，3月 17号下午，周老先生收到
一个陌生人寄来的邮政快递，上面写着寄件
人“赵常友”，手机号170××××××××，单位名
称写的是“养生堂保健股份有限公司”。

周老先生打开快递，看到里面有一张北
京市丰台区公证处的“公证书”和一张庆祝
北京养生堂保健股份有限公司21周年的公益
宣传页。“公证书”上写的公正事项是广告宣
传刮刮奖领取监督，右下角还盖着北京市丰
台区公证处专用章。公益宣传页正面写着：
在本公司成立21周年庆典之际，特举办此次
产品宣传刮刮奖大赠送活动。宣传页背面有
刮奖区域，上面盖的有“国家彩票管理中
心”字样的专用章。

诱饵：中了二等奖、奖金100万

记者看到，周老先生刮了个二等奖，刮
开区域写着“一帆风顺”四个字，奖金是100
万元，下面一栏是防伪密码，刮开为六个数
字205836。

周老先生告诉记者，3月 17日下午 4点
多，他打电话给兑奖专线，工作人员在电话
中说周老先生的公证号是98001，让周老先生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之后给公证专线打电
话，把公证号告诉对方。

目的：收一万元“公证费”

第二天即 3月 18日早上，周老先生给公
证专线打电话，把公证号告诉了对方，对方
确认周老先生得了100万元奖金。

对方还告诉周老先生，如果家离北京
近，可以直接到北京领取 100万大奖；如果

觉得太远不方便，就把周老先生的姓名、年
龄、住址、身份证号等信息发给他们，工作
人员会把钱汇到当地银行，周老先生再去当
地银行领取奖金。

公证专线的工作人员再三强调，不管选
择哪种方式领取奖金，周老先生都得先向将
一万元的公证费用打到他们的账户上，这是
奖金领取的流程。

挂掉电话，周老先生有了怀疑。他没有
问对方的汇款账号，而是拿着这个邮政快递
来到中原银行漯河黄山路支行咨询。

民警：这属于虚假信息诈骗

记者从大堂经理关雁冰那里了解到，上
午 9点 40分左右，周老先生来到银行，取号
之后坐在大厅等候。

过了一会儿，周老先生把情况告诉了关
雁冰。关雁冰觉得应该是骗人的。他一边告
诫老人不要汇钱，先在银行等一会儿，一边
拨打“110”报警。几分钟之后，三名民警赶
到银行。了解基本情况后，一位民警告诉周
老先生：“这种邮寄刮刮卡的方式是骗子惯用
的骗钱手法，属于非接触性诈骗、虚假信息
诈骗；骗子经常把目标锁定在像你这么大年
龄的老年人身上。只要是让你先交钱的，都
是骗人的伎俩。”

市民：收到诈骗快递十几个

周老先生告诉民警，最近半年来，他收
到了十几封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
全国各地的陌生快递。这些快递大多是卖药
的，还有一些是刮刮乐中奖的。

经民警查看，那些都是诈骗快递。
现场处理此事的康杰警官表示，周老先

生的个人信息已经严重泄露，平时要加强防

范。幸好此次周老先生没什么经济损失。市
公安局会把骗子的电话等信息放在漯河市反
虚假信息平台上，反映到河南省反虚假信息
平台，停用诈骗者所留的电话号码。

提醒：常见电信诈骗有9种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常见的电信诈
骗手段有以下 9 种，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
一是虚构“购车/房退税”，诱导市民到自助
取款机进行转账操作的诈骗；二是虚假中奖
信息诈骗；三是虚构绑架事实诈骗；四是假
冒汇款或催还借款名义进行诈骗；五是“低
价购名车”诈骗；六是发送招嫖等不法信息
诈骗；七是刷卡消费诈骗；八是自助取款机
告示诈骗；九是骗取话费诈骗。

康警官说，今年市公安局在 110指挥中
心设立了反虚假信息诈骗专席，专门接收市
民关于电信诈骗的举报。他提醒广大市民，
不要想着天上掉馅饼，遇到上述情况，要保
持头脑清醒，及时与公安部门联系。

骗子制作的骗子制作的““公证书公证书”。”。

民 警 向 周民 警 向 周
老先生核实有老先生核实有
关情况关情况。。

收到一快递，中了二等奖——

“大奖”从天降 老人险上当

□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见习记者 姚晓晓

家住召陵区万庄村的万四国、孟会平夫
妇，勤劳肯干，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然
而，妻子孟会平的一场大病，改变了一家人
的生活。四年多以来，万四国不离不弃，为
妻子治病，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

妻子脑血管破裂

3月 5日，记者来到万四国家，小院里
湿漉漉的，晾衣架上挂着尿片和床单。屋
里，万四国正为床上的妻子换裤子。见到记
者，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会平起不了床，大小便都失禁了，下
半身都没有知觉，刚把裤子又尿湿了，我给
她换换。”万四国说。

50岁的万四国，头发花白。“本来我们
家挺幸福的，儿子也非常懂事，可是 2011
年 10月，妻子突然晕倒了，医院检查是脑
血管破裂。当时我就懵了，因为根本不知道
脑血管破裂是什么。”万四国说。

妻子病倒了，但他不能倒：要为妻子治
病。十几万的手术费用，不是一个小数字。
他拿出家里的所有积蓄，又向亲戚借了钱，
凑够了手术费。

手术很成功。虽然留下了后遗症，妻子
的手脚都不太麻利，走路需要人搀扶，但医
生说，坚持康复锻炼就会慢慢好转。

天天搀着妻子走路

在万四国的悉心照顾下，孟会平的病情
有了好转。可是，病魔再次来袭。

“得这种病不能懒，我天天搀着她走
路，锻炼她的腿，给她黄豆让她用手捏，锻
炼她的手。”万四国说，“然而，2014年春
节，她的脑血管再次破裂，比上次还严重，
全身都失去了知觉。”

妻子在重症监护室，医生下了病危通知
单，可万四国不放弃。他跪在主治医生面
前，求医生把妻子从救回来。

“那次妻子在医院住了11个月，花了32
万。虽然把命保住了，可是会平全身没有知
觉。”万四国说，“我知足了，起码我可以照
顾她，让她慢慢恢复，一切有了希望。”

没有她，家不完整

孟会平床头的灯光比较昏暗，床边还有
一圈伸手就可以抓到的栏杆。

“会平每天大多数时间在床上躺着，光
线弱点不刺眼。医生说要多做康复训练，我
就做了这些栏杆，让她抓住锻炼。现在，她
的左胳膊有知觉了，努力也算没白费。”

孟会平常年卧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
一切都要万四国照顾。万四国总是耐心地给
她喂饭喂药、擦洗身体。

邻居赵桂娥谈起万四国的时候声音哽
咽：“一个大男人，天天洗衣做饭、照顾妻
子，俺看着都可感动。别看会平天天在床上
躺着，四国给她收拾得可干净。”

“我现在也没其他想法，就想着把会平
照顾好。一起过几十年了，没有她俺这个家
就不完整。”万四国说。

万四国万四国
给妻子孟会给妻子孟会
平擦脸平擦脸。。

丈夫照顾重病妻子四年多

“没有她，家不完整”

□本报记者 于文博

蔡桂林今年64岁，家在市区公安街77号
楼。对于77号楼的居民来说，蔡桂林是出了
名的热心肠。3月 18日，在蔡桂林家中，记
者见到了他。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
上去很斯文，说起话来幽默风趣。

儿子在北京工作，老伴去世了，蔡桂林
一个人住，但家中打扫得干干净净。蔡桂林
每天自己买菜做饭，锻炼身体，一个人也过

得有滋有味。
77号楼共 5层，没有物业，卫生由居民

自己负责。蔡桂林搬到77号楼十几年，一直
坚持清扫楼道。早上，他会先到附近散步。
散步回来，他就拿出自家清扫工具，将整个
楼道的卫生打扫一遍。如果楼道下午又脏
了，他就再清扫一遍。冬季，蔡桂林会主动
扫雪，并在楼梯口垫上纸箱。

“不能让住的地方脏兮兮的。”蔡桂林
说，“其他人顾不上，我就顺手做了，也不费
啥事。”

平日里，看到墙上有小广告，蔡桂林就
把它揭下来。看到有人贴小广告，他则上前
劝阻。

几个月前，77 号楼的老式垃圾道封闭

了。一位居民觉得每天跑到楼下倒垃圾不方
便，就将封闭垃圾道的砖打破，重新使用垃
圾道倒垃圾。但是，垃圾倾泻声音影响了邻
居，一些垃圾还脏了楼道。

蔡桂林得知此事后，上门找那位邻居协
商。经过沟通，蔡桂林得知那位邻居腿脚不
便。当即，蔡桂林表示，只要将垃圾放到门
口，他会帮忙带到楼下。那位邻居觉得不好
意思，再也没有从垃圾道倒垃圾。

采访中，多位邻居告诉记者，蔡桂林还
会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家庭纠纷：他说话、做
事公道，大家都愿意听他的。

“社区就是我们的家，我做的这些，都是
应该的，没啥、没啥。”对于自己的行为，蔡
桂林说。

六旬老汉热心肠 清扫楼道十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