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家过年路上别当“马大哈”
舟中闲客 ： 记者试着在一家

租友的网站注册 ， 很快有一位孙
先生联系记者 。 记者联系上这家
网站的运营负责人小菲 ， 最近一
个星期 ， 小菲已经凑成20对求租
友回家过年的单身男女 。 面对父
母的所谓催婚 ， 不应该采用租男
友或者是租女友回家的方式 ， 去
忽悠父母 。 租友回家 ， 尤其是年
轻的单身女性租男友回家 ， 这在
欺骗父母的同时 ， 也酝酿着不小
的安全隐患。

□汪莲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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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过年回家
更多陪陪父母

戴先任： 2月13日下午4点， 南
京市市管以上领导干部的手机上均
收到这样一条 “廉政提醒短信 ”，
短信落款为 “中共南京市纪委 ”。
这是南京首次以 “市纪委” 名义向
全市市管以上干部普发 “廉政短
信”。 除了给官员发 “廉政短信”，
更应该加强日常的监管 。 春节期
间， 应该强调让官员廉洁文明过佳
节， 但廉政建设也不能一阵风， 这
种党风廉政建设一刻也不能松。

廉政建设常抓
不能是一阵风

■世象漫说
统计造假

“火车盒饭”为啥干不过泡面

5.8亿元的产值上报为 44亿 元 ，
1.1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上报为 7.8
亿元； ……这是湖南在全国第三次经
济普查中抽查发现的统计造假行为 。
“各地单纯追求对GDP的考核是造成
统计水分甚至造假的重要原因 。” 湖
南省统计部门一位处长分析说。

（2月15日 《北京青年报》）

租友过春节
且租且谨慎

�临近年关春节， 由互联网巨头们发起的红包
“派送” 活动， 越来越热闹， 也越来越吸引人。 一
时间， 微信群中， 你派发个红包， 我抢个红包，
成了一种令人开心的游戏。 更多的企业也开始参
与红包派送活动作为公关宣传的手段， 金额也一
路上涨。

�但是， 这也让一些犯罪分子发现了可乘之机。
他们利用人们爱占小利， 疏于防范的心理特点，
把抢红包变成了诈骗， 让不少人上当， 损失了钱
财。

最近南京警方的一份通报， 就列举了几种通
过 “红包” 形式进行诈骗的案例。

第一种， 是利用收红包需要填写个人信息，
套取对方的身份信息、 银行卡信息， 同时将木马
程序安装在受害人手机中， 再从网上转账， 造成
受害人财物损失。 在各地披露出来的网络银行盗
窃案中， 以这种形式的诈骗手段居多。 犯罪分子
利用人们对网络操作的不熟练或是轻信的心理，
以假冒网站链接， 植入木马程序， 通过高科技手
段在不知不觉中盗取资金。

第二种， 以许诺发放大红包为由， 要求受害
者存入小于红包金额的保证金， 并安排 “托儿”
让群众 “眼见为实”， 放心地将保证金交给骗子。
骗子拿到保证金后就逃之夭夭。 这种手段就有点
类似于非法集资， 先承诺一个高额的收益率， 群
众见了纷纷去存款， 开头几期利息照常支付， 群
众们的信心越来越强， 敢于存款的人就越来越多。
结果到了某一天， 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 集资者
才发现自己的钱收不回来了。

第三种， 骗子的骗术更进一步， 将诈骗对象
从收红包者变成发红包者。 他们先是冒充顾客， 向
淘宝店主要求购物送红包， 然后摇身一变， 又冒充
淘宝网的官方客服， 指导店主如何发红包。 当店
主将账户信息交给这些 “官方客服” 后， 他们同
样利用网上盗刷方式， 转走店主账户内的资金。

除了抢红包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掉入陷阱外，
抢红包的其他副作用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据媒体报道， 有个小伙子， 因为一心想抢到
群中朋友发的钱包， 一天连续十多个小时不停地
盯着手机看， 唯恐丢失了天上掉馅饼的机会。 结
果由于眼睛过度疲劳， 充血红肿， 不得不去医院
诊治。 而他前前后后也只抢到三个红包， 累计不
足六元钱， 连看病的费用都不够。

借红包而行的诈骗案虽然五花八门， 各出奇
巧， 但只要人们紧紧把握几点， 可以做到有效防范：

第一是个人信息， 特别是银行账户信息绝不
轻易泄露。 无论是自己收到了多大的一个红包，
如果对方要求你注册、 登记， 填上身份证号银行
账号等， 都需要三思而后行。

第二是收红包绝不要去付什么押金， 保证金
之类的， 红包就是红包， 还需要什么保证金？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绝不相信什么掉
馅饼的事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侥幸心理， 一夜
暴富心理， 都是给骗子留下的门缝。 我们只有保护
好自己的心， 才能最终保护好自己的口袋。

新春之际， 大家不妨以一种平常心， 休闲心，
娱乐心去对待抢红包这件事， 让小小红包在不经
意间带给您一份愉悦， 切莫将抢红包当成了可以
狠捞一笔， 发家致富的机会。

□赵顺清

每年春运期间 ， 都会有不少
急匆匆的旅客 ， 把随身的物品弄
丢在列车上， 更有甚者 ， 把孩子
也弄丢了 。 记者14日从郑州铁路
局郑州客运段了解到此类事件时
有发生， 不过 ， 所幸丢失物品以
及丢失的孩子都及时找回来了 。
（2月15日 《大河报》）

几日前 ， 一位旅客在列车上
丢失了8万多块现金， 铁路部门帮
助找了回来 。 14日 ， 失主王旭映
专门来到郑州客运段 ， 送来了锦
旗和表扬信。

各地火车站 、 列车上 ， 每年
春运都会发生旅客丢东西的事情。
从遗失的物品看 ， 丢的最多的是
包， 而手机 、 笔记本电脑 、 相机
等单件物品也不在少数 ； 从遗失
地点看， 火车站安检口位居榜首，
其次是候车室、 厕所内、 售票处；
从年龄上看 ， 年轻人 、 老年人易
遗失物品； 从性别看 ， 男性丢东
西相对较多 。 一般来说 ， 铁路部
门拾到的丢失物品基本都能完璧
归赵。 铁路部门收到丢失的东西，
就会通过广播及时通知旅客 ， 还
会想办法通过电话 、 身份证等信
息第一时间联系失主 。 这种做法

真正体现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精
神， 体现了正能量 ， 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值得点赞，
应该发扬。

旅客 “马大哈 ” 年年都有 ，
都会丢失很多的东西 ， 这给本来
就很繁忙的铁路职工带来了很大
的麻烦 。 因此 ， 提醒旅客朋友 ，
坐火车的时候 ， 一定要看好自己
的东西和孩子 ， 过个平安 、 顺心
的新春佳节。

□毕文章

�孙维国： 过年回家， 父母在
烧饭 ， 自己在玩手机 ； 父母在洗
碗 ， 自己还在玩手机 ； 父母在扫
地 ， 自己依然在玩手机 。 一晃 ，
过年假期到了 ， 儿女们又走了 。
终于有一天 ， 父母离我们而去 ，
我们泪流满面 ， 后悔父母在世时
没有多陪陪父母 ， 多与父母聊聊
天 、 谈谈心 、 逛逛 街 、 散 散 步
……此时， 一切的后悔都迟了。

火车 “卖货郎 ”： 卖货困难 ，
21小时仅售出50份盒饭 。 “香烟
啤酒矿泉水烤鱼片 ， 白酒饮料方
便面火腿肠。” 火车上卖货郎出口
成对联， 吆喝完还不忘加上横批，
“腿收一下 ”。 这样熟悉的场景 ，
多少次出现在我们归乡的路途中。
不过， 现在虽然春运 ， 北京到西
宁全程21个小时 ， 盒饭售卖员王
磊只卖出了50盒 ， 这一数量比旺
季少近一半 。 （2月 15日 《新京
报》）

盒饭不好卖 ， 并不新鲜 。 现
在很多人乘火车都自备食品 ， 特
别是泡面 ， 更是几乎人手一桶 。
按理说， 有饭有菜 ， 吃起来才有
滋有味， 也更营养 。 为何那么多
人都宁愿吃泡面 ， 也不选择火车
上的盒饭？ 原因无非三条 ： 一是
盒饭品种单一、 口味多年如一日，

辣子鸡丁 、 鱼香肉丝 、 红烧肉这
“老三样” 一统江湖； 二是价格昂
贵； 三是质量频遭质疑。

早在2011年 ， 原铁道部就发
出通知， 要求保证旅客列车有2元
以下矿泉水 、 15元以下盒饭等供
应 ， 且不得断供 。 可是 ， “天价
盒饭” 的痼疾依然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 再说质量问题 。 曾经有网
友发表了一个 “神一般的动车盒
饭哪， 保质期居然有半年 ” 的帖
子， 称在动车上购买的35元一盒
的盒饭 ， 竟然标明在常温下保质
期可长达半年。

民以食为天 ， 盒饭虽小 ， 却
涉及到千千万万乘客的切身利益，
也折射出铁路部门的服务态度和
服务水平 。 “火车盒饭 ” 为啥干
不过泡面 ， 铁路部门应该好好反
思一下。 □乔志峰

春节抢红包
还须悠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