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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爷”“小龙人”都来送祝福

本报讯 在龙年春节即将到来之
际，芜湖许多村居相继开展多姿多彩
的活动让年味更足。1月22日，在鸠
江区官陡街道神东社区一处广场，社
区工作人员在迎新春活动上化身“小
龙人”“财神爷”等大家喜爱的卡通形
象，逗得大朋友、小朋友哈哈大笑，让
搬进高楼的居民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
热闹与喜庆。

此次活动由神东社区与辖区小区
物业联合举办，主题为“喜迎龙年，‘集
趣’横生”，以“赶集”的形式呈现，更有
烟火气。记者注意到，社区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们当日可下了功夫。在欢快
的音乐声中，他们化身为“财神爷”为
大家送上祝福；“小龙人”也成为了气
氛担当，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围裙爷
爷”走街串巷，给小朋友们递上酸甜可
口的糖葫芦。此外“地雷爆米花”、相
声等精彩表演轮番上演，营造出喜庆
的节日氛围。孩子们兴奋地拍手叫
好，大人们则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
难忘的瞬间。

在“赶集”中，各类商品琳琅满
目。既有传统的手工艺品，如剪纸、泥
塑、布艺等；也有美味的小吃，如糖葫
芦、蒸包子、煎饼果子等。居民们在品
尝美食的同时，还能欣赏到精湛的手
工艺制作过程，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

魅力。
此外，社区还特意邀请了书法达

人现场挥毫泼墨，为居民们送上一副
副寓意吉祥的春联和福字。拿到心仪
的春联后，居民们笑逐颜开，“我们的
节日就是要有这些传统文化元素，才
有过节的氛围，贴在门上就能感受到
的美好祝福，这是代替不了的”。

现场还设有互动游戏区，吸引了
众多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在快乐的游
戏中，大家不仅收获了欢笑，还增进了
邻里之间的感情。此外，社区还准备
了丰富的抽奖环节，让春节的喜气与
幸运降临到居民身上。

对于当天的活动，现场居民纷纷
表示认可。一位年轻人认为，“社区是
花了心思的，我们现在住在高楼中，更
安静独立，但是相对少了沟通交流的
机会，因此特别需要这样的活动让大
家有机会能见见面、交交心。今天大
家就很开心，有一种欢欢喜喜过大年
赶集的感觉”。

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吴敏文/摄

家门口“赶集”烟火气满满

本报讯“法官，我是张某的妻
子王某某，张某前段时间生病已经过
世了，我想把他欠银行的钱一次性还
清……”不久前，被执行人张某的妻
子给湾沚区法院执行法官打来电话，
哽咽着询问着该如何一次性还款。

原来，在申请人某国有银行与
被执行人张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经湾沚区法院审理后，依法判
决张某归还银行欠款以及逾期利
息。2022年该案件进入强制执行
程序，执行法官通过走访了解到，被
执行人张某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实
体店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而造成
贷款逾期，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少执
行案件对双方当事人的影响，法官
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和解并达成协
议，约定每半年支付2万元直至欠
款付清。

此后，被执行人张某一直严格
按照协议内容履行还款。直至近

日，执行法官接到张某的妻子王某
某来电，称张某由于生病前段时间
刚刚过世了，他去世前还叮嘱家人
一定不要忘记还有一笔欠款没有还
清。张某的妻子王某某表示，她现
在想一次性还款，这一举动让执行
法官十分感动。

得知上述情况后，执行法官立
即约谈了申请人并说明了上述情况
后，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场，协调双方
当事人就剩余款项达成一次性给付
协议。至此，一件长达3年的案件
得以圆满化解。

生命已逝，诚信永存。法官提
醒，诚信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
务。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不仅是对以往失信行为的补
救，更是内心诚信的回归，本案中张
某离世不忘还款，其诚实守信的行
为值得尊敬。 记者顾娅

本报讯 一段时间以来，一款名
为《蛋仔派对》的游戏受到青少年热
捧，其中一些小学生很是痴迷，三五
成群在线玩耍。不少人为了好看的
游戏皮肤“氪金”，骗子也盯上了这
点，利用出售游戏账号，免费领取

“游戏皮肤”等方式，对涉世未深的
未成年人实施诈骗。1月23日，记
者从芜湖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了解
到，我市有小学生用奶奶手机领“福
利”，结果被骗了1万余元。

小陈是我市一名小学生，也爱
玩《蛋仔派对》。偶然间，小陈在QQ
上刷到了赠送游戏福利的短视频，
就添加了对方为好友。对方谎称无
法给未成年人发放游戏福利，诱导小
陈拿奶奶的手机来领取。对方以“验
证银行卡的安全度”为由，让小陈发
送奶奶的银行卡号等信息，并要求小
陈打开语音通话，一步步指导操作。
小陈奶奶的手机里收到很多交易提
示，对方却说这些操作不会动用银行
卡里的钱，小陈信以为真，在对方的
诓骗下将收到的短信验证码全盘托
出，导致银行卡被盗刷1万余元。

警方就此诈骗套路进行解析：
骗子先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免费赠送
游戏皮肤的广告，吸引受害人的注
意。然后骗子会故意编造“未成年

人的手机账号无法领取福利”等理
由，让孩子拿家长手机进行操作。
在随后的伎俩中，骗子或是像对待
小陈一样哄骗得手，或是采取威胁
恐吓的手段。比如骗子就会说“未
成年人接受赠送违法、违规”，引起
孩子的恐慌。当受害人犹豫不决
时，骗子就会假装自己是公安或是
律师，用“拘留”“坐牢”等用词进行
恐吓、威胁，让受害人产生恐惧心
理，从而配合骗子用家长的手机向
指定的银行卡转账汇款。

警方提示，寒假即将来临，中小
学生要谨防虚假发放游戏福利诈
骗，对此，家长一定要警惕，对于孩
子必须使用的电子设备，要检查软
件安装情况，除了一些必要的学习
使用软件外，要尽量少装游戏、社
交、视频等软件。同时，家长要注意
保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等物品，
不要让孩子知道支付密码，开通免
密支付要谨慎。另外，学校和家长
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反诈骗教育，
不要理会网络上故意搭讪的陌生
人，对于任何理由的转账、汇款要
求，坚决不听不信不转账；告知孩子
遇到自己无法辨别的事情，或者受
到侵害后，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老
师，并及时报案。 记者吴敏

丈夫过世前叮嘱妻子“一定要还清欠款”

生命已逝 诚信永存

小学生用奶奶手机领游戏“福利”？
当心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