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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

银行卡明明在自己手里，但
卡里的存款却莫名被转走。近
日，家住召陵区后谢镇邓店村的
邓先生就碰到了这样的事，近 6
万元存款不翼而飞。

邓先生说，他有张中国工商
银行的借记卡，6月 5日，他拿
着这张银行卡到中国工商银行铁
东分行存入了6万元钱。11月16
日下午，由于家中需要用钱，他
便拿着银行卡到银行取钱。没想
到在ATM机上一查，顿时傻了
眼。原本银行卡上应该有的6万
元存款如今只剩下600多元。

“银行卡没离开过身边，手
机也在自己手中，为什么卡里的
钱却没有了。”11月18日，邓先
生对记者说起这件事，仍觉得不
可思议。

随后，记者见到了邓先生这
张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明
细清单显示，9月28日，通过支
付宝快捷支付方式，邓先生的借
记卡向尾号为 8691的账号支付
350 元。一直到 11 月 11 日，借

记卡多次与该账号发生 650元、
1000元、5000元、10000元不等
的金额交易。除此之外，还与该
账号有两笔 4000元、一笔 3000
元的POS机刷卡交易。

“11月16日下午，发现这个
情况后，我就赶紧把卡里仅剩的
600 多块钱先取出来了。”邓先
生说。

邓先生借记卡里的钱究竟是
怎么被转走的呢？11月 19日上
午，记者跟随邓先生来到市区湘
江路与衡山路交叉口附近的中国
工商银行铁东支行了解情况。

经银行工作人员核实，邓
先生银行卡发生的支取存款情
况属实。“邓先生 6月份存钱的
时候存的是‘定存两便’，9月
份定期存款到期后，自动转存
为活期。之后卡内的钱就通过
快捷支付等方式被转走，但转
入账户的具体信息，则要联系
支付宝客服才能查询。”该银行
工作人员说。

对于银行的说法，邓先生
表示疑惑。“我的银行卡开通有
短信提醒服务，这两个月内发生
了这么多交易，我却没有收到任

何一条提示短信。如果不是因为
要用钱，我还一直不知道卡上的
钱被转走了。要是当时被转走第
一笔钱时，我收到银行的短信提
醒，后边的这些交易也就不会发
生了。”邓先生说。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这个问题
需要调取相应的后台数据，才能弄
清楚。他们已经逐级向上反映，具
体情况要等查询后才能得知。

目前，邓先生已经报警。本
报将继续关注此事。

近年来，媒体报道过不少类似
案例。如何预防银行卡被盗刷，以
及被盗刷后应该怎么做呢？不妨
看看下面的一些小建议。

1.在设银行卡密码时弄复杂
点，不要在公众场合输入密码；
且刷卡交易时要留心卡槽口有没
有被改装过，收银员有无重复刷
卡等异常行为。

2.保管好身份证、银行卡等
证件，在上网或聊天时，不要随
意泄露个人信息，手机 APP 上
或短信上的不明链接不要点击。

3.若发现银行卡被盗刷，第
一时间通知银行或支付机构冻结
或挂失账户。

4.发生盗刷后，应前往柜台
或 ATM 机完成一笔交易或业
务，协助银行通过视频监控及交
易流水确认是否伪卡交易。

5.发生盗刷后及时报案，积
极配合警方处理。部分支付机构
需持卡人提供报警回执作为否认
交易的证明材料。

本报讯 （记者 潘丽
亚） 作为父母，在日常生
活中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
心呢？11月 19日上午，郾
城区城关镇孟南社区家长
学校为家长们举办了一场
知识讲座，带领大家一起
分享提升孩子自信心方面
的经验和做法。

在知识讲座中，老师
先是通过身边真人真事举
例，让家长们明白自己的
评价对孩子自信心培养的
重要性，提醒家长平时多
注意自己的言行，要善于
发现孩子的闪光点，不盲
目同别的孩子进行比较，
应多赞扬、多鼓励。

“ 以 前 老 是 吵 孩 子 不
按父母的要求去做，听了
老师的讲座才明白，说再

多也不如家长自己先做好
榜样。回去以后我也不再
天天抱着手机玩了，给孩
子带个头，共同戒掉‘手
机瘾’。”听完讲课的家长
宋女士表示，今后会将培
养孩子的自信心，当做教
育孩子的重要课题坚持下
去。

“想不到自己平时不注
意的行为，对孩子影响这
么 大 。 为 了 孩 子 的 健 康
成长，今后我一定要改掉
自身的一些坏习惯。”家长
刘女士说。

老师讲课时，家长们
都 聚 精 会 神 地 听 着 、 记
着。课后，大家还你一言
我一语进行了大讨论，都
表示以后会更加注意自己
的言行举止。

□本报记者 张玲玲

11月17日，网友“橙子”在朋
友圈发消息称，“九年级的学生
了，邓稼先和袁隆平傻傻分不清
楚，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据网友“橙子”介绍，她
是一名中学老师，上周学校期
中考试过后，她利用周末时间
改卷子。语文试卷中有一篇 300

字左右的阅读题，下面设置了
几个小问题，其中一个题目是
让从邓稼先和海伦·凯勒两位
人物中选取一个，概述一下他
们的事迹。

“邓稼先在农地里耕种了半
辈子的水稻，只为了使中国的水
稻收成更好”“邓稼先一生为杂
交水稻而工作”“邓稼先通过一
次次实验，最终成功培育出杂交

水稻”……在改试卷时，网友
“橙子”发现不少学生张冠李
戴，将邓稼先写成了袁隆平，这
让感到不可思议。

“这样写的学生不在少数。
七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就学过关
于邓稼先的课文。”网友“橙
子”说，“两弹元勋”邓稼先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
家，是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
拓者和奠基者。对在科研领域为
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孩子们
竟然还记不住，闹出这样的笑
话，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对此，不少网友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要是说起某个大牌明
星，恐怕出错的不会太多吧？”

“值得大家好好反思了！”“学
校、家庭和社会要共同行动，加
大学习和宣传力度，不能使为国
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被后人忘
记。”不少网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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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张冠李戴 老师哭笑不得

■相关链接

如何培养孩子自信心
社区家长学校来教您

11月19日，市交警支队秩序管理示范大
队黄河路中队开展对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
走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治理行动，通过让违法
驾驶员观看事故现场案例图片、抄写《道路交
通安全法》、参加交通志愿服务等措施，使违
法车辆驾驶员真正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图为市民在观看《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展
板。 见习记者 党梦琦 摄

社区的家长们在聆听老师讲解。 本报记者 潘丽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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