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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艳敏 于文博

黄录林 47岁，住在市区戏楼后
街社区五一路 189 号楼。在婆婆眼
中，她是好儿媳。在同楼住户眼中，
她还是好邻居。

她的这些“好”字是怎么得来
的？3月23日，记者就此做了采访。

给婆婆洗头洗脚

记者到黄录林家时，她的婆婆王
玉芝正和邻居坐在沙发上聊天。看到
记者，王玉芝热情地招待记者坐下。

黄录林和丈夫 1998年结婚，儿
子正上初中三年级。王玉芝今年 75
岁，腰椎、颈椎、胃等时常不舒服。
因为担心婆婆，黄录林每天都守在婆
婆身边。

“俺儿媳妇为了照顾我，让孙子
上了寄宿学校。不过，俺孙子学习可
好了。”王玉枝说这些时，脸上露出
了微笑。

王玉枝告诉记者，从结婚到现
在，黄录林从来没有和她红过脸、吵

过架。
“衣服都不让我洗。今天早上，

吃了饭，碗都不让我刷。”王玉枝
说，她的腰椎不好，不能弯腰，每次
穿鞋脱鞋，都是黄录林帮她。

“去年冬天，我的身体还可以，
一个人住在跃进里五胡同老院里。”
王玉枝告诉记者，有一天晚上 9 点
多，她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水倒在了
床上。床上的被褥湿了一大片。无奈
之下，她给儿媳黄录林打了电话。黄
录林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立刻跑
到她跟前，帮她更换了被褥。第二天
一大早，黄录林又来到她身边，给她
晒被子。

今年 2 月，王玉枝曾住院十多
天。其间，黄录林每天守在婆婆床
前，悉心照顾。王玉枝的一日三餐，
都是黄录林在家做好后带到医院，然
后再喂她吃。

“以前，我婆婆自己住的时候，
我每天都到她那里看看。今年2月她
出院以后，我就把她接了过来，大家
一起住，能就近看着她，我干啥事也
都安心了。”黄录林说，给婆婆换洗
床单、衣服，给婆婆洗头、洗脚，都
是她应该做的。

黄录林孝敬婆婆，邻居们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都对黄录林交口称
赞。

邻居张喜梅告诉记者：“录林是

个好儿媳妇，和亲闺女差不多。”
对此，黄录林说：“这些都是我

应该做的。既然是儿媳妇，就得照顾
好婆婆。”

经常帮助年老的邻居

黄录林不仅把婆婆照顾得好，她
还是同楼住户眼里的好邻居。

远亲不如近邻。“录林在俺社区
就是个好人，不管谁家有啥困难，她
都会伸手帮忙。她经常帮助我，家里
有啥事了，喊喊她，她就跑来帮忙。
每一次烙菜馍，她都会送来让我
尝尝。”78岁的张喜梅说，黄录林打
毛衣的水平很高，邻居们谁有这方面
的难题，都会找她帮忙。她从不拒
绝，每次都热心指导。

“平时我们找她帮忙，她哪怕再
忙，总是放下自家的活先给我们帮
忙。”张喜梅说。

听到邻居对她的称赞，黄录林有
点羞涩。她说：“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我只是出于本心，尽我所能做了
一些很普通的事。”

“王阿姨有录林这个好媳妇，真
是好福气！”戏楼后街社居委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黄录林还是一名好
居民，积极参与各项社区活动，热情
帮助他人，走到哪里就把爱心带到哪
里。

婆婆王
玉枝腰椎不
好，无法弯
腰。为婆婆
脱 鞋 、 穿
鞋，是黄录
林每天都要
做的事情之
一。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结婚18年，黄录林从来没和婆婆红过脸

婆婆腰不好 穿鞋脱鞋她全包

本报讯（记者 焦 靖）“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
合格证”，听起来是不是非常

“高大上”？3月22日，市民方女
士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印有她
名字的这种证件，乍一看非常
逼真（如图）。

一石激起千层浪。短短两
个小时，方女士的这张照片收
获了近百个点赞和评论。“你这
真是要上天啊！”“跳过开车的
步骤，直接开飞机了”……

见众多朋友认了真，方女
士在该照片下留言“我装不下
去了”，承认这张照片是她用

“证件生成器”制作的。
昨天，方女士告诉记者，

只要在微信里识别相应的二维
码或打开相关链接，填上自己
的姓名，就能生成一张相应的
证件照片。

记者按照方女士的方法，
生成了房产证、结婚证、英语
四六级成绩单等各种仿真证件
照片。记者看到，方女士晒出
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驾驶员合格证”照片上，有姓
名、国籍、驾驶员类型、合格
证编号、签发日期、有效期限
等内容，非常逼真，但图片只
显示了证件的小部分；除了姓
名，个人信息并不全；最重要
的是缺少相关政府部门的签章。

“一开始还有人问我在哪儿
办的，说也想办一个。”方女士
告诉记者，可见还是有人信以
为真的。她转念一想，如果有
人利用这种方式骗人，那就不
是玩笑，就涉嫌违法了。

方女士说，当时她只是抱
着开玩笑的心态点开链接的。
一旦自己的个人信息泄漏，那
这个玩笑的代价就大了。

3月24日，爱心人士将两天募集的1025元善款，
送给在召陵区姬石镇龙江护理院住院的王伟。

王伟家在姬石镇康洼村，因脊柱受损无法站立，但
他仍收养并抚养弃婴王雪娇长大。不久前，王伟因尿路
感染、肾结石住院。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3月24日，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志愿者来到建行黄
河路支行做手语培训，以便银行员工更好地为听障人士
服务。 本报记者 齐 放 摄

网上有个“证件生成器”

要啥证件自己做？
玩玩而已别当真！

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网购方
便快捷，但不法分子也将黑手伸向
了网购。3月 23日，网购的王先生，
就差点被骗走9万元。

3月23日，市民王先生在淘宝商
城花100多元买了一件化妆品。还没
收到货，他就接到了一个从广东深
圳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淘宝店家
的客服人员。“对方说我交易失败，
让我重新买一次。他让我告诉他QQ
号，说要发给我一个网址链接，让
我打开链接再买一次，而后会把钱
退给我。”王先生说。

由于对方准确地说出了王先生
的收货地址、电话、购买物品等详
细信息，王先生相信了对方，打开
了对方发过来的网址链接。

“那个网页和淘宝一模一样。我

当时也没注意看网页地址，就买了
东西，输入了银行卡账号和密码。”
王先生说，随后，对方又给他打了
一个电话，索要他刚刚收到的手机
短信验证码。

把短信验证码告诉对方之后，
王先生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他的
银行卡支出了89999元！

钱去哪儿了？对方说钱被支付
宝冻结了，他们帮忙解除冻结，但
王先生得提供新收到的手机短信验
证码。王先生感觉不对劲儿：他的
银行卡上只剩200多元，对方先后从
他卡上转走了9万多元。王先生惊恐
万分。赶紧跑到银行卡的开户行工
商银行友爱街支行一问究竟。

昨 天 ， 该 行 行 长 王 涛 告 诉 记
者，经过查询，王先生的资金被划

到了一个基金账户上。
原来，对方QQ发的网址链接是

一个“钓鱼网站”，王先生泄露了身
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及密码。

“骗子要验证码，是为了把钱划
到另外一个账户上，然后通过网上
银行把钱转他们自己的账户上。”王
涛说，“对方之所以没有把王先生的
钱转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骗子只
能把银行卡上的钱转到王先生名下
的基金账户，而不能把钱直接转
走。短信验证码很重要，市民一定
不要告诉他人，包括银行员工。”

随后，王先生的9万多元钱，在
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通过基金
公司转了回来。

目前，王先生已经报警。
（线索提供张先生获100元奖励）

误入“钓鱼网站”账户资金被转走

银行帮忙 9万元“失”而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