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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 红） 5月
11日，本报 07版刊登 《网上代
办遗失声明？骗人的！》 一文，
报道了市民小朱急于刊登遗失
声明，轻信网上代办，被骗 310
元一事。5月17日，市民吴女士
也在网上被骗 160 元！5 月 19
日，吴女士来到报社，向记者
诉说了她的遭遇，并希望提醒
市民不要轻信网上代办。

吴女士在一家企业上班。
不久前，单位的税务登记证丢
失，需要在报纸上刊登遗失声
明。因为不知道怎么跟报社联
系，5月 17日上午 10点多，吴
女 士 上 网 查 询 漯 河 日 报 的 电
话。她随意打开一个网址，输
入“漯河日报”四个字，查到
一个 QQ 号和两个“400”开头
的电话。她加了 QQ 号码为好
友，和对方聊了起来。

“当时我也害怕是骗子，还
专门问了对方‘你不是骗子吧

’，对方说，‘晕，我们三千以
下不走对公的，我会为你这点
钱把工作丢了么？就因为大早
上的，图个吉利，才给你办理
的。’我看到对方说得比较诚
恳，就相信了。”吴女士说，经
过讨价还价，她将160元和所要
刊登的内容发给了对方。对方
承诺，报纸第二天就寄过来。

然而，到5月18日下午4点
多，吴女士仍未收到报纸，多
次 询 问 后 ， 对 方 竟 不 理 睬 她
了。吴女士赶紧拨打“400”开
头的电话，却无人接听。

“被骗的钱不多，权当教训
吧！希望大家不要再轻易相信
网上代办业务。”吴女士说。

昨日，本报广告部负责人
表示，漯河日报从未委托任何
人或单位在网上或第三方代办
广告业务。广大市民可通过本
报纸质报纸或电子版首页下方
的联系方式进行业务联系。

本报讯（记者 王 辉）看飞
禽走兽、玩儿童项目……5月22
日上午，在市区开源神州鸟园
里，十几名小游客吸引了众人目
光。他们是来自市社会福利院的
孩子，马上到“六一”儿童节
了，到公园逛一逛是他们的心
愿。市质监局检测中心和召陵质
监分局的志愿者们得知此事后，
帮孩子们实现心愿。

昨日上午9时许，市社会福
利院 11名孩子在市质监局检测
中心和召陵质监分局志愿者的带
领下，来到开源神州鸟园，逛了
个遍、玩了个遍。看老虎、猴
子、骆驼、孔雀，看鸟艺表演，
坐旋转木马、小火车，孩子们玩
了个痛快。

“在电视上看到公园里有很
多好玩的东西。今天愿望终于实
现了，看了孔雀开屏，还有那些
神奇的鸟蛋。”11岁的朱雅洁是
2014 年被送进福利院的，去公
园的愿望，她已经给福利院的工
作人员念叨了很长时间。

“看到孩子们玩得这么开
心，我们也很高兴！”召陵质监
分局的志愿者郑先生说，“六
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他们想着
给福利院的孩子们献点爱心。

“往年到福利院，要么是给
孩子们送书、送书包，要么是买
些零食，有些东西其实并不是孩
子们急需的，甚至是多余的。”
郑先生说，今年他们在献爱心之
前专门到市社会福利院做了摸
底，发现这里的孩子们其实最缺
乏家人般的温暖和陪伴。得知有
十几名孩子在“六一”儿童节最
想得到的礼物是逛公园后，他们
这些志愿者一合计，决定利用周
末的时间给这些孩子当一回“临
时爸妈”，陪他们去神州鸟园里
好好玩一玩。

“通过这个事，我们也受到
了很大启发，给孩子们献爱心是
好事，但不能盲目地献，要看看
他们需要啥，要让爱心真正献到
孩子们的心坎上。”参加此次活
动的一名志愿者说。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在我们家，一天三顿，第一碗
饭都是我的。”在市区滨河路冶金厂
家属院，83 岁的佟秀花老人精神
矍铄，脸色红润。爽快直率的她，也
很受邻居们的喜爱。佟秀花老人的幸
福，源于儿媳妇张桂兰对她的照顾和
支持。

5 月 22 日，记者见到了这对婆
媳，婆婆佟秀花坐在沙发上，张桂兰
正在帮她调整吸氧机。“这台吸氧机
是孙子给我买的。每次吸氧，都是儿
媳妇帮我。一会儿她还要给我量血
压。”佟秀花说。

张桂兰 53 岁，和丈夫结婚后，
和婆婆同住了 10年，后来与公婆分
开住。四年前，公公去世了，张桂兰
将婆婆接到身边。

佟秀花老人患过滑膜炎，现在时
不时就会腿疼。因此，张桂兰从不让
婆婆干活。做饭前，张桂兰先问问婆
婆想吃啥。做好饭，她先给婆婆盛一
碗。佟秀花的衣服都是张桂兰清洗，
洗澡、洗脚也由张桂兰“承包”。

“就和照顾小孩儿一样照顾婆
婆。”张桂兰说。

张桂兰的丈夫丁先生说：“她都
成我们家老太太的家庭医生了。”

“俺这个儿媳妇，那是真好，啥
都不用我操心。”佟秀花老人乐呵呵
地说，“俺儿媳妇说了，我的任务都
是吃好、睡好、玩好。”

佟秀花老人有一个乐趣：给别人
做媒。她为许多人牵过线搭过桥，成
就了不少好姻缘。如今，佟秀花老人
记忆力没有年轻时好了，资料登记的
任务就落到了张桂兰身上。

“她负责问，我负责记，名字、
年纪，家庭条件咋样，想找个啥样的

对象，电话号码等等，很多信息都要
记录下来。”张桂兰说，现在她不仅
负责资料登记，还负责与人联系。

“这是老人最大的乐趣，她怎样
高兴，咱们做晚辈的，就尽量配合。
同时，能帮别人成就一段婚姻，我自
己也挺高兴的。”张桂兰说。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5月20日
上午，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在黄山小
区，有人拉起一张网，上面还挂着几
只惨死的麻雀。记者赶到现场看到，
确实有人在两栋楼之间用竹竿架起一
张网，网上的麻雀虽然已经死亡，但
能看到拼命挣扎的痕迹。这张网的主
人张先生说，他家种有樱桃和桃树，
大部分果子被小鸟啄食，他才想出这
样的办法。

在记者的劝说下，张先生同意
“尽快把网拆除”。

现场：小区有张防鸟网

5月20日上午，记者在黄山小区
西南角看到，在两栋楼之间，有人用
两根竹竿架起一张十多米长的网。这
张网的网线很细，肉眼难以发现。网
上挂着三只麻雀，随风飘荡。这些麻
雀，有的是被挂住了翅膀，有的是被
缠住了身体。可以看出，它们曾在网
上挣扎过，但难逃厄运。

记者询问该小区一位居民。他告
诉记者，不知道是谁做的网，但已经
有一段时间了，网上经常挂着小鸟。

“早上我在这里遛弯儿，抬头看
到这两栋楼之间竟然有一张网，上面
还有麻雀，心里很不是滋味。”市民
宋先生告诉记者，黄山小区紧挨沙澧
公园，是一个开放式小区，不少鸟儿
在附近栖息，每天听着鸟叫好像回归

大自然一般。竟然有居民容不得小
鸟，实在是不可理解。

探因：为防小鸟啄樱桃

根据这张网的位置，记者采访了
附近一栋楼一楼的住户。住户张先生
告诉记者，这张网是他安置的，目的
是保护自家种植的樱桃和桃子不受小
鸟啄食。

记者看到，张先生家门前有一棵
高高的樱桃树。这棵樱桃树上面的果
实已经发红，非常饱满，不少成堆的
果子还用塑料袋套了起来。

“这棵樱桃树快20年了，每年都
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樱桃，但总是被这
些小鸟啄食，甚至能颗粒无收。”张
先生说，他就想出了在两栋楼之间架
设一张网的办法。确实经常有麻雀被
网挂住。

“这样确实不太好。但我经常会
查看，如果网上挂有小鸟，就尽快去
掉。这三只鸟应该是最近挂上的，没

有注意。”张先生说，樱桃已经熟得
差不多了，不需要再进行保护，会尽
快把网拆除。

支招：挂个气球即可防鸟

不少小区种有果树，累累果实压
弯了枝头，成为社区里的一道风景。

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一些市民看到果实被鸟啄食，
架网保护果实，伤害了许多鸟儿。这
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如果达到一定数
量，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小区住户的樱桃、桃子、杏子等
该如何保护？记者请教了一些有经验
的市民。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保护
果实可以用驱鸟网。这种网有颜色，
鸟类可以看见。也可安装语音驱鸟器
等设备，还可以采取对果实进行套袋
的做法。在果树上放置假人，或者在
果树上悬挂带有图形的气球等，也可
防止小鸟啄食果实。

（线索提供者宋先生获50元奖励）

小区拉起大网 麻雀纷纷遭殃
在记者劝说下，住户同意尽快拆除防鸟网

张桂兰：像照顾小孩一样照顾婆婆

志愿者带福利院孩子逛公园

骗子网上设套 又有市民被骗
提醒：网上代办遗失声明是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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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市实验小学二（4）班师生来到郾城特殊教育学
校，与聋儿们喜迎儿童节。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张桂兰张桂兰
为婆婆测量为婆婆测量
血压血压。。

网上挂着几只麻雀网上挂着几只麻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光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