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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光
实 习 生 李 潘

张斌是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艺
术设计系 2017 级学生，他是一
名贫困大学生，老家在安阳市滑
县。三年前，他申请了一个针对
农村学子的“雨露计划”，每年
可以领取1000元补助金。4月24
日，张斌查看今年的补助情况
时，却意外发现到账的钱是一串
天文数字，共1562000元，这让
他吓了一跳。“这到底咋回事，
希望发放补助的单位尽快核实情
况。”张斌说。

4 月 25 日，滑县扶贫办工
作人员王女士致电本报说明情
况，原来巨额补助金是工作人
员操作失误所致，系统显示的
金额只是流程环节的步骤，张
斌并没有收到这笔补助金。

贫困学子“收到”巨额补助金

4 月 24 日下午，记者在漯
河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见到了
张斌。说起这事，他显得很着
急。

张斌向记者展示了手机上的
一款“雨露百事通”APP 软件，
打开后点击补助申请，进入职业
教育培训栏目，在最后一页的申
请结果流程中显示，在2018年3
月 26 日，系统向张斌的账户中
拨付了1562000元。

张斌今年 18 岁，老家在安
阳滑县，家里爷爷奶奶卧病在
床，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姐姐，母
亲要在家里伺候爷爷奶奶，全靠
父亲一人在外打工挣钱，他家是
村里的贫困户。张斌在上高二
时，得知这个“雨露计划”，就
进行了申请。通过审核后，每年
能领取 1000 元补助金，这些钱
都被转账到家里的粮食补贴本
中，已经领取了两年。

“这段时间我们要外出写
生，我问家里要钱，在上海打工
的父亲让我看看补助金到账了
没，我点开手机 APP 才发现账
户上出现这么多钱。”张斌说，
给父亲说了这件事后，他让自己

尽快核实，如果巨款确实已经到
账，就赶紧把钱退还。

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所致

此事经过本报“沙澧河”
APP和微信公众号发布后，引起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4 月 25 日，
滑县扶贫办工作人员王女士致电
本报，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原 来 是 工 作 人 员 操 作 失
误，将滑县 2017 年秋季每位贫
困生的补助款填写为全县总补
助金额1562000元，这笔资金实
际并未发放，手机 APP 中显示
的只是流程环节的步骤。目前
滑县每位贫困生补助金额仍为
1000 元，补助资金预计 5 月中
上旬发放到位，因此张斌不用
忧虑退钱的问题。

王女士说，因工作失误给
大家造成的困扰深表歉意。滑
县扶贫办把出错的原因已经向
省扶贫办汇报，省扶贫办建议
在“雨露计划”系统内发布更
正公告，消除误解。

记者通过“雨露百事通”
APP 了解到，“雨露计划”是提
高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促进
就业为核心，以政府财政扶贫资
金扶持为主，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通过资助引导农村贫困家庭
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和各类技能
培训，培养贫困村产业发展带头
人等途径，扶持和帮助贫困人口
增加就业发展机会和提高劳动收
入的专项扶贫措施。

1000元变156万 贫困生成百万富翁
工作人员输错补助金金额 实际并未发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到医院看病，办就诊
卡时，碰到微信支付系统坏
了，我们一起排队的三个人
都没带现金。正当左右为难
时，一个年轻女孩热情地帮
我们用现金支付办理了就诊
卡，然后我们通过微信把钱
转给了她。虽然是小举动，
但关键时刻很温暖人心。”
4 月 25 日，网友“stalle”
在朋友圈发消息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网
友“stalle”。4 月 23 日，她
到市三院看病，办理就诊卡
时，窗口的医生说微信支付
机器当天用不成，必须使用
现金或者银行卡支付。

“我去学校接孩子放学，

发现孩子感冒了，就赶紧来
了医院，没有带银行卡和现
金。在我后面排队的两个
人，也说没带现金，眼看医生
就要下班了，大家正发愁时，
一个年轻女孩主动走过来
说，帮我们现金支付，让我们
随后把钱转给她就行。”网友

“stalle”说，女孩拿出钱包，帮
他们三人付了现金，等他们
都办理好就诊卡后，添加了
她的微信转了账。

“可能外人看起来是小
事，但当时我觉得这个姑娘
就 像 个 天 使 一 样 。”网 友

“stalle”说。
根据网友“stalle”提供的

信息，记者联系上了这名热
心女孩小燕。“大家难免有遇
到困难的时候，尤其是在医
院，可能情况还比较紧急，所
以帮一下忙也是应该的。”提
起当日的情形，小燕说。

与推销员争吵几句 短信“轰炸”来了

□本报记者 姚晓晓

4月23日，网友“新时代”
在朋友圈发消息称：“手机近几天
接连遭受短信‘轰炸’，不到五
分钟手机接到近百条信息，手机
都要瘫痪了，该怎么办？”

4月23日，记者采访了网友
“新时代”周先生。周先生告诉
记者，4月20日，某网站推销员

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办理该网站
的会员。周先生不愿办理，并在
电话中与对方争吵了几句。让他
没想到的是，随后手机就开始遭
受短信“轰炸”。

“刚挂完电话，手机就开始
接收各种垃圾短信的骚扰，不到
五分钟就收到了近百条。这几天
每天都要‘轰炸’一番，手机不
停地震动，几乎瘫痪，严重影响
了我的生活。”周先生说。

通过周先生的手机，记者发
现短信内容大多都是各平台的短

信验证码，而且都是不同的电话
号码发来的，没有办法进行有效
屏蔽。

记者随后在网上输入“短信
轰炸”几个关键字，果然有一些
类似网站，号称仅需几十元就可
以达到短信“轰炸”效果。

一名卖家告诉记者，他们可
以无限地向一个甚至多个手机号
码发送短信，直至对方手机瘫
痪。该卖家还表示，发送的短信
都是正规网站的注册信息，内容
以发送验证码为主。

随后记者拨打了该通信运营
商的客服电话，一位工作人员
称，如果受到短信“轰炸”，可
以在手机管家中设置骚扰拦截，
自己设定拦截规则，输入关键字
即可，但设置前要先考虑自己有
没有相关的业务。

“我收到的信息全都是与验
证码有关，验证码在我日常生
活中使用又很频繁，一些会员
卡及游戏都会用到验证码。如
果全部拦截，要用的时候肯定
也会不方便，这事真头疼，难
道就没有相关部门来监管吗？”
周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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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没带现金 女孩帮忙垫付

□本报记者 陶小敏

4月23日，网友“菲菲”
在朋友圈发消息说：“家庭微
信群里展开了对我收到信息
不回复问题的批评与讨论，
以后一定注意，过去没有及
时回复的，给大家道个歉。
你收到信息会及时回复吗？”

4 月 23 日，网友“菲
菲”告诉记者，她发到家庭
群里一个笑话，之后就去玩
手机游戏了。正玩游戏时，
爸爸打过来电话，说姐姐邀
请她去家里吃饭，咋半个小
时都不回。她随后点开家庭

群，发现大家正在细数她不
及时回复信息的“罪行”。她
这时才意识到，平时忽略了
不少家人发的问候，很多次
都直接不回复，没想到对大
家“伤害”这么深。

“觉得不重要，或者当
时有其他事耽误了一会儿，
再想起来就觉得也没有回复
的必要了。”网友“菲菲”
说，以前是自己太大意了，
以后会及时回复家人的问
候。其实收到信息后及时回
复，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
自己涵养的体现。尤其是在
工作中，及时回复信息，能
使沟通更加高效，使工作更
有效率，也能避免很多不必
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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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信息后 你及时回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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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上午，在市区滨河路与五一路交叉口附
近，广告宣传单“傍上”了街头共享单车，不少路过的
市民直呼碍眼。 本报记者 王 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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