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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微心愿 传递大温暖

投 稿
方式：用
微信扫描
二维码添
加小编为
好友即可。

□刘云海

为进一步推动党员进社区活动常态
化，拓宽党员服务群众途径，深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即日起
漯河日报社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点亮微
心愿 争当圆梦人”公益活动。（详见本
报昨日01版《你的心愿 我来点亮》）

一个个微小的心愿，在很多人看
来微不足道，有的甚至小到不值一
提，但这却是困难家庭、孤寡老人、
残疾人的梦想。当这个心愿实现时，
带给他们的却是无比的温暖和幸福。

充满浓浓爱心的“点亮微心愿 争当圆
梦人”公益活动，将让每位受助者感
受到春天般的温暖，彰显了社会真
情，也传递了扶贫行动的精准性以及
关爱弱势群体的社会正能量。

社会需要感天动地的人间大爱，
也需要温暖人心的微善行和微关爱。
一方面，政府部门的扶贫关怀行动要
有针对性，要沉下身子，静下心来，
及时准确地了解困难群体的所思、所
盼、所忧、所急，这就需要相关部门
从平时的点滴关怀做起，把困难群体
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通过各种制度
和政策抚慰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也

需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多伸援手，提
供支持与帮助，踊跃献上自己的一份
爱心，用爱心和热情丰富这些困难群
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让更多的微心
愿得以梦想成真，温暖弱势群体的心
灵。

当前，“点亮微心愿 争当圆梦
人”公益活动已经启动，期待更多的
爱心人士能加入到圆梦队伍中来，共
同点亮困难群众的微心愿，送爱入
户，哪怕只是一本笔记本、一个变形
金刚玩具，或是一件羽绒服、一双棉
鞋，都足以用点滴微爱心传递浓浓的
大爱之情。

自娱自乐 晚年幸福

□于素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在街上扫
了一个二维码，手机就成了精：经常通过
微信群发广告给好友，一周连着发了两
三次。不少好友问我是不是开始做微商
了，弄得我莫名其妙。”11月20日上午，
市民苗女士告诉记者，因为自己一时不
小心，让不少微信好友多次被广告骚
扰。（详见本报昨日03版《扫下二维码
手机成了精 》）

现如今，微信扫码已融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从扫码骑共享单车，到扫
码坐公交车，再到购物扫码支付，微
信扫码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快
捷。可一些商家也盯上了微信扫码，
对商家和公司来说，通过微信扫码是
一个非常有效的宣传方式，市民往往
被商家和公司准备的一些低成本小礼
品所吸引，乐于扫码领礼品，无形中
成了商家和公司的“宣传员”。情况更
恶劣的是，一些不法商家使用微信裂

变软件，对扫码者进行“绑架”，一人
扫描二维码，微信上的所有朋友都能
收到链接内容。于商家而言，他们的
目的是达到了，可是苦了那些参与扫
码的市民。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
为利往。商家赠送小礼品都是有目的
的，新闻报道中的苗女士，虽然通过
扫码得到了小礼品，却给她手机里的
微信好友带去了不少麻烦。笔者担忧
的是，倘若不法分子利用微信裂变软
件，让市民微信扫码，向市民微信好
友发布诈骗信息，就有可能造成财产
损失。

扫码有风险，莫贪小便宜。对广
大市民来说，要提高警惕，注重个人
信息保护，切莫因小失大，掉入商家
设计的圈套。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要
加大宣传力，让市民意识到随意扫码
可能造成的危害，引导市民不贪小便
宜。对于有关部门来说，要规范市场
强化监管，堵住不法分子利用微信扫
码作案的漏洞。

□刘予涵

每天上午，头发花白、精神矍铄
的万银波，带着坠胡和音箱来到市区
太行山路沙河大桥西边的沙澧公园。
戏迷于晶、贾凤梅等人早早地在这里
等候着。一切就绪，万银波拉起坠
胡，营造出戏剧氛围。戏迷朋友们一
个接一个拿起话筒，在坠胡的伴奏声
中，有板有眼地唱起戏曲选段。（详见
本报昨日04版《七旬老人拉坠胡乐享
晚年》）

七旬老人拉坠胡乐享晚年，不仅
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让晚年生活
变得很充实，还带动一群老年戏迷跟
着“乐活”，这样的老年生活值得点赞。

人到老年之后，闲着的时间自然
就多起来了，但是许多老人不知道怎
样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整天待在家
里无所事事，白白浪费大好时光不
说，而且也会产生怅然和寂寞之感，
再加上体力和精力减退，就容易使得
一些老人精神萎靡，不利于身心健
康。

如今，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如何过好晚年生成了老年人都要面对
的问题。笔者以为，作为老年人，应
当学会自娱自乐，尽可找些事情做，
别让自己突然消停下来。比如，爱动
的，可以根据身体状况选择爬山、散
步、练太极、舞鞭、打陀螺等；喜静
的，可以学习书法绘画，或者养花、
下棋、垂钓、上老年大学等。此外，
如果身体健康状态很好，自己又有某
些方面的资源和特长，还可以发挥余
热，参加各种老年公益活动。这样，
不仅不会有被社会淘汰的感觉，而且
也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让老年生活
变得绚丽多彩。

扫码有风险 莫贪小便宜
□孙建磊

11月19日，在市区受降路一家门
店，一男一女演双簧戏、配合着花假钱，
被监控拍下全过程：男子先用100元真
钱付款，女子说有零钱拿回真钱，交到
男子左手，男子佯装坚持付款，用右手
将100元假币放入收银盒子。（详见本报
昨日03版《一场双簧戏 真钱变假钱》）

骗子太可恶了！希望警方尽快破
案，避免更多人受骗。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反省一
下：收银员为什么就上当了呢？

通过监控，我们发现起初男子用
的是真钱付款。为什么？因为收到100
元纸币，收银员都会过下验钞机。这
是标准程序，也是防范收到假币的绝
招。这一男一女知道这个标准程序，
他俩演双簧戏的关键，就在于让假币
躲过这一环节。怎么躲开？先用真
钱付款，等收银员验过之后，再故意
制造争执：女子提出用零钱付款，男
子坚持用百元大钞。一来一去之间，
真钱被调了包，假币躲过了验钞环
节，被男子放入收银盒子。反过来看
收银员：第一次收到 100 元钱，按照
标准程序操作；第二次收到 100 元
钱，以为是第一次收到的、验过的真
钱，省了验钞这道关键程序！

可以说，骗子设计的这个圈套、
这出双簧戏，是利用了很多人不重视
程序、图省事的缺点和习惯！

程序是一种规矩，更是经验、教
训的总结，蕴含知识和智慧。收到100
元纸币过下验钞机。这个标准程序很
简单，但也很实用。不忽视它、不省
略它，任何假币都难逃法眼。

在我们的工作中，图省事、不重
视程序的人和事并不鲜见。往往是道
理人人都懂，但很多人做起事来只讲
目的，不讲程序不讲规矩，隐患不少。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一男一
女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
做事情、干工作得严谨、认真，一步
一步来，按程序办事。否则，损失的
估计不只是100元钱。

严格按程序
办事少犯错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有
人私下售卖人脸数据，有发帖者称
8元可买3万张人脸照片。有卖家
表示，其出售的照片大部分来自朋
友圈，且没有取得对方同意。（据
《新京报》）

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逐渐成
熟，指纹识别、声音识别、虹膜识别、
人脸识别等均得到快速发展，在各
个领域获得广泛应用。相应地，在
用户信息数据采集中，数据泄露造
成的技术风险不容忽视。如今，最
敏感的人脸数据被上网售卖，令安
全隐患指数陡然升级。如果不法分
子将人脸数据与其他隐私数据相结
合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用户数据，且
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就可以轻易骗
过很多人，甚至骗过部分安全系统，
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于人脸数
据安全问题应早做准备，监管部门
需加快制定相关法规，及早对人脸
数据的采集、保存、利用等进行规
范。要求商家只有获得用户的许
可，才能采集和使用人脸数据，并设
置最小化原则，控制底线，以防范用
户人脸数据遭非法倒卖、利用，保障
公众的隐私信息安全。

□李小将

“这辆车已经停放在这里一天了。”
11月19日下午，市公交集团工作人员
潘先生在微信群里发照片并称，一辆私
家车停在滦河东路100路公交终点站始
发车位上，一直没人开走。随后，记者
就此事咨询了市交警支队民警张警官。
张警官告诉记者，这辆私家车属于长时
违规停车，将被处200元的罚款，他们
已经通知车主。（详见本报昨日02版
《公交始发车位 被私家车霸占》）

公交终点站始发车位本是专门用
来供公交车停靠用的，没曾想到却被
部分私家车随意占用，而且一占就是
二十多个小时，严重影响了公交车的
正常运营。市交警部门对私家车司机
长时违规停车行为，作出 200 元罚款
的处罚，是教训也是警示。

反观现实生活中，公交车专用车
位被占的现象非常普遍，原因在于这
些人交通法规意识淡薄，只图方便自
己，从不考虑他人。

针对公交车车位被占现象，执法
部门应加大处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
震慑是一个方面，也要加强对市民的
交通规则意识教育，引导市民规范停
车。同时有关部门也可以开展乱停车
辆违法行为随手拍活动，加大曝光力
度，形成全民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

公交专用车位
岂能说占就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