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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双 11”临近，湖北武汉警方日前
通报了近期高发的典型网购退款骗局
案例。骗局具有较强的迷惑性，让不
少消费者中招。警方提醒消费者加以
防范。

据武汉警方通报，9月20日，武汉
消费者侯女士报警，称她网购后的第
二天下午接到假冒的客服来电，说她
购买的商品交易未成功，让她查询。
侯女士登录自己的购物账号，发现自
己选购的商品不见了，便按对方的要
求进行“登记”。当晚“客服”来电声称
需要手机验证码通过验证，一共有三
条手机验证码。她都如实告知，之后
发现自己银行卡三次被转账，总共损
失了9.7万余元。

10月25日，消费者刘先生接到“170”
开头的手机来电。对方自称是商家客

服，说刘先生网购的一件衣服可能存
在质量问题，为表“歉意”，商家将给他
办理退款，随后发来了退款链接，需要
刘先生输入付款时的银行卡号、密码，
以及手机验证码。刘先生照办，结果1
万多元存款被立即转走。

民警提醒，犯罪分子通过不法渠
道获取消费者信息，冒充购物网站的
客服人员打电话或发短信给消费者，

以“系统错误”“缺货”“货品存在问题”
等为由，发送退款链接或二维码，一旦
受害人点击链接输入银行卡信息或扫
码后，卡内钱款就被转走。有的犯罪
分子利用技术手段登录消费者的购物
账号，将其所购商品的页面隐藏，并植
入带有木马的链接，随后冒充客服打
来电话，套取短信验证码。

武汉警方提示，正规购物平台不
会以链接或二维码形式退款。办理退
款时，要在正规电商平台，按规范操
作，不要轻易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
要在不可靠的网站输入账号、密码。
如果“客服”索要手机验证码，一定要
高度警惕。消费者在发现受骗后，应
在第一时间报警，便于警方启动程序
帮助挽回损失。

据新华社

“双11”临近 警惕网购退款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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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宁德市寿宁县的竹管垅村，有一
座二层砖混农舍的农家图书馆。自1974 年
创办，创始人刘石江已陪伴农家图书馆走过
了43个春秋。记者近日了解到，为了创办
这座图书馆，身无分文的刘石江将家中仅有
的一头猪卖了200元，又向生产队借了400
元，购置了 1000 多册书和书架、桌椅等，
并在家里腾出一间屋子，每天分时段对村民
开放。43 年来，刘石江遇到过很多难题，
期间政府补贴被取消，小女儿出生、老婆生
病等，但他都没有放弃图书馆。

“生活总有许多变化，让我经历波折，
但我从未放弃对个人图书馆的坚持。”刘石
江说道。 据中新网

农民办“草根图书馆”
43载坚持免费开放

对于喜欢甜品的人来说，最难接受的事
情之一就是明明有一个好看的蛋糕摆在你面
前，你却舍不得吃它。近日，很多微博网友
就被一组蛋糕的照片“惊艳”到了。微博网
友“sk 糖王周毅”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照
片，照片中是用“翻糖”技术制作的蛋糕，
有的蛋糕被做成了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形象，
另一个蛋糕上是一名身穿绿色衣服的古装女
子，身边的画卷、屏风都显得惟妙惟肖。

蛋糕的主创人周毅在微博中介绍，这些
照片中的蛋糕是其团队参加近日在英国举办
的国际蛋糕比赛的作品，五个蛋糕最终获得
三个金奖、两个铜奖。“孙悟空”“武则天”
造型获奖蛋糕引发众多网民围观热议。有网
友评论称这些蛋糕“美到不忍心吃”，还有
网友称“没想到一件蛋糕也能蕴藏着工匠精
神”。

据国际蛋糕比赛的官方网站介绍，该比
赛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蛋糕比赛，被认为是
蛋糕制作技术和创意的竞技场。

据《北京青年报》

中国蛋糕夺国际金奖
“孙悟空蛋糕”走红

周毅团队所创作的周毅团队所创作的““孙悟空孙悟空””翻糖蛋糕翻糖蛋糕。。

母亲南下广州寻儿不慎走失，至今过了24年

六子女悬赏百万元执着寻找
“走失的母亲如果还活着，已经

79岁了。”10月22日，今年55岁的孙
学奇开车前往广东，再次踏上“地毯
式”寻母之路。

孙学奇的母亲名叫尧菊梅，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人。据
孙学奇提供的寻人信息，尧菊梅身高
1.55 米，圆脸，脸上有少量白麻斑，右
眼靠近眼角处有块结疤印，不识字，不
会说普通话，其于 1993 年 5 月在广州
火车站广场走失，走失时55岁。

11月3日，孙学奇告诉记者，他
们兄弟姐妹共有六人，其中老三最有
出息，是留美的博士，目前是南京一
家上市公司总裁。为了寻找母亲，24
年来，他们六人从未放弃，并于2009
年把悬赏金提高到100万元，可惜仍
没寻得母亲的下落。

“四年前，父亲临终前曾叮嘱一
定要找到母亲，找到母亲是我们全家
的愿望。”孙学奇表示，他们已做好
最坏的打算，如果母亲过世了，就把
骨灰带回家，“无论生死，我们想要
一个结果”。

母亲南下寻儿，在火车站走失

在六个兄弟姐妹中，孙学奇排行
老二，今年55岁。孙学奇说，母亲曾
带他、大哥改嫁。

孙学奇的母亲名叫尧菊梅，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人，于
1993 年 5 月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走失。
尧菊梅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走失
时55岁，身上携带有300元及一张借
来的陆姓身份证。

对于当年走失的情形，孙学奇向
记者表示，当年，同镇的村民骗母亲
说，她在广州打工的18岁小儿子过得
很苦，没有饭吃，没有房住，都睡在
山洞里。原本，这人只想骗母亲一点
车票钱去广州打工，但母亲信以为
真，要跟着去，没有身份证就在隔壁
村借了一张陆姓身份证，没有路费就
向娘家人借了300元。

孙学奇回忆称，到了广州，他的
小弟得知母亲被骗非常生气，但其工
作忙无暇照顾母亲。恰好另一个老乡
要回老家，于是托这位老乡把母亲带
回湖北。后来，这位老乡去买票，让

母亲在售票厅门口等候，但六个小时
后买到票，却发现没了母亲的踪影。

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孙学奇十
几天后才接到母亲走失的电报。孙学
奇表示，在接到电报后，他和妹妹、
妹夫立即前往广州寻人，当时在广州
各个派出所都未查到母亲携带的陆姓
身份证的使用记录。妹妹、妹夫一周
假期结束后离开广州，他和大哥又在
广州寻找十余天，但毫无线索。

孙学奇透露说，当时，他的三弟
正在美国读博，得知情况后立刻回国
赶回广州，兄弟俩不放弃任何一条线
索，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广州大
街小巷，四处贴寻人启事。没有母亲
的照片，唯一的合影是三弟赴美留学
之前拍的，于是寻人启事从这张合照
中截取下了母亲的头像使用。

苦寻24年，曾把家搬至广州

孙学奇表示，24年来，全家人从
未放弃寻找母亲，他曾多次南下广东
寻母。考虑到母亲不爱坐车，走失后
可能会走路回家，而107国道是广州
回湖北的必经之路，于是2001年孙学
奇把家搬到广州，一边开泥头车谋
生，一边在 107 国道沿途村庄寻找，
但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失望的孙学奇
于2007年返回湖北生活。

与此同时，孙学奇在广州读大学
的儿子，也经常利用周末和同学去街

头、火车站派发寻人启事。
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廖姓村干

部告诉，尧菊梅于 24 年前在广州走
失，这家人此后一直在全力寻找，多
家媒体也曾报道过他们寻母消息，但
可惜未能找到人。

今年 10 月 22 日，孙学奇从湖北
再次前往广东寻母。55岁的孙学奇表
示，他已经辞职，独自一人驾车从湖
北咸宁来到广东，开始“地毯式”寻
人。

悬赏百万寻人，曾四次被骗

孙学奇表示，母亲为了养育六个
子女，省吃俭用，没有享过一天福。
尧菊梅和老伴都不识字，是普通的农
村夫妻。在尧菊梅走失前，她的六个
孩子中有两人已大学毕业，三儿子章
方良正在美国读博，另外三个一人读
了高中，两人读完初中。

上述廖姓村干部称，尧菊梅家的
孩子都很有出息，其中三儿子曾在美
国读博，目前是一家上市公司老板。
虽然家境殷实，尧菊梅的丈夫生前仍
在田间劳作。

为了早日找到母亲，2007年，全
家人悬赏20万元寻人，两年后又提高
至100万元。孙学奇向记者表示，上
述悬赏金额100万元属实，由兄弟姐
妹六人一起承担，三弟章方良经济条
件较好，他们有能力承担，而为了安
全考虑，他们没有将100万元酬金写
入寻人启事中。

孙学奇透露说，在寻母过程中，
他们曾被骗四次。其中三次，“赶过
去之后，发现是骗人的”。另外一
次，武汉有人冒充“爱心妈妈”，称
帮他们搜寻一年，带着两车人来家里
索要100万元。这帮人还声称，孙学
奇已经找到了母亲，为了不交酬金把
母亲藏起来了。孙学奇表示，经历了
多次被骗后，他们后面寻人会先看视
频核实后，再去决定是否前往当地。

“找到母亲是我们全家的愿望。”
孙学奇说，四年前，父亲在临终前曾
叮嘱，一定要找到母亲，“走失的母
亲如果还活着，已经79岁了，我们已
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母亲过世，就
想把骨灰带回家”。 晚综

尧菊梅尧菊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