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队荣誉
4月，被湖南省青年志愿者协会

评为“情满旅途·暖冬行动”优秀志愿
服务团队。

7 月，获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
“2020株洲市慈善总会·99公益爱心
项目”奖。

8月，获评株洲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先进单位。

11 月，被株洲市残联授予“2021
年株洲市残疾人岗位能手职业技能
选拔赛”优秀志愿服务团队奖。

●志愿者个人荣誉
刘智玲，2021年全国最美家庭。
王永恒，第八届湖南省道德模

范、中国好人。
黄金，河南省防汛救灾优秀志愿者。

2021年所获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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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人带动了一群好人。会
上，中国好人、晚报志愿者易跃平，对
她策划发起的“一米阳光”项目进行
了展示，动情之处，几度哽咽。“一米
阳光”关爱精神障碍家庭儿童公益行
动是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今年推
出的新项目，第一期已开始实施。会
上，为加入项目的7个志愿者合作团
队颁赠了匾牌。

今年，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与
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合作，共同开
展“幸福助学助教”和心理社工进校
园志愿服务活动。新开设的社工进
校园心理咨询服务项目，在株洲是一
次创举，为天元区天元中学、天元小
学的学生、老师、教长提供专业心理
咨询服务。

党建领航，三社联动。株洲晚报
志愿者联合会旗下两个社工团队，参
与了天元区、石峰区、芦淞区11个社
区的治理服务。在开展社工服务项
目时，志愿者同步跟进，深入社区开
展各种志愿服务。全年，在社区开展
各种志愿服务活动120余场；探访关
爱、提供各种个案服务600余人。

大会还对本年度表现突出的优
秀志愿服务队、爱心单位，优秀党员
志愿者，优秀组织者，优秀志愿者家
庭进行表彰，颁发了优秀社工奖和社
工“最大进步奖”“默默奉献奖”等。

“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
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会议尾声，
现场百余名志愿者集体宣誓。新时
期，志愿服务文化、志愿服务精神如
春风化雨，在润物无声中，为夯实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发
挥着独特作用。株洲晚报志愿者联
合会也将以更好的形象、更优的服
务，展现株洲风采，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晚报志愿者联合会2021年度总结表彰暨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让爱成就梦想 与善汇聚力量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屋外阳光明媚，屋内暖意浓浓。
12月19日，在全力培育制造名城、建

设幸福株洲背景下，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
会2021年度总结表彰暨会员代表大会如
期举行。从 2005 年到 2021 年，该会已走
过十六年的风雨历程，让爱成就梦想，与
善汇聚力量。

长期以来，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践
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相
得益彰。全年共计动员志愿者9606人次，
开展各种志愿服务667场次，累计奉献的
志愿服务时间达29406小时。

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无
数颗爱心就会温暖世界。

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会长
郑炜青说，2021年，株洲晚报志愿
者联合会全年募集、捐赠各种慈善
款400余万元。做慈善事业，他们
是认真的。

这一年，是萤火虫公益助学坚
持的第 13 年，1211 人次贫困生共
获得助学金105万元。该项目为株
洲地区困难中小学生提供学杂费
支持，累计募集助学金650余万元。

这一年，爱心年夜饭活动共为
58 个社区的 165 个困境家庭筹款

筹物共计 12 万余元。两天时间，
203 名志愿者、75 台爱心车，将年
夜饭送到了困境家庭，并为每个家
庭贴上喜庆的春联。与之前五年
一样，活动有爱心人士的无私捐
赠，也有爱心单位的无私赞助。

这一年，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
会“内联外引”各种社会资源，援建
株洲 29 所中小学校图书室 16 个、
图书角24个、5个音乐室的音乐器
材、4 个体育室的体育器材，累计
资金约25万元。开展株洲新东方
转型捐赠项目，捐赠3所中小学校
课桌椅和讲台，价值8万余元。

这一年，承办了株洲晚报为特
困群众送年货大型公益活动，募集
资金、物资 109 万元，帮助困难群
众 1806 户；晚报金秋助学大型公
益活动和天元区幸福基金会助学
助教项目，共募集爱心款 127 万
元，资助 351 名贫困中小学生、大
学生、教师。

坚持党政主导，慈善品牌不断
发展壮大。十六年来，株洲晚报志
愿者联合会荣获国家级荣誉2项、
省级荣誉 13 项、市级荣誉 11 项，
2020 年被评为株洲市AAAAA 社
会组织，被批准为“慈善组织”。

今年 8 月，疫情来袭，全体市
民居家数天，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
测。任务紧、工作量大，仅靠基层
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力量远远
不够，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第一
时间行动起来。

倡议既出，一呼百应。165 名
志 愿 者 参 与 ，志 愿 服 务 时 长 约
2200 小时。其中，志愿者欧阳利
华 在 社 区 提 供 抗 疫 服 务 ，时 长
207.5 小时。同时，晚报志愿者联
合会还募集抗疫物资及现金约 12
万元，用于支援抗疫一线的医务人
员、社区工作人员。

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幸福而付
出，守护着株洲的文明。

2021 年春节期间，晚报志愿
者在株洲西站开展“情满旅途·暖
冬行动”文明值守服务 40 天，114
名志愿者轮流上岗。今年以来，志
愿者们参与智轨值守、湘江净滩、
公园环保、值守公交站台等志愿行
动，累计志愿服务时长 6400 个小
时。

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爱心
艺术团，全年共662人次参与各种
公益演出或组织开展各种志愿服
务活动 36 场次，志愿服务时长

3020小时。
今年夏天，在醴陵赵家塅完全

小学开展第五届“爱的陪伴”夏令
营志愿服务活动，24 名志愿者陪
伴46名留守儿童7天7夜。

接地气、聚人心。今年，晚报
志愿者联合会培训、培养公益讲师
30余名；开展儿童平安项目、女童
关爱项目、儿童服务站项目，关心、
关注、服务株洲地区的留守儿童。
同时，与株洲市教育基金会合作，
启动了“灯塔计划”，助力株洲地区
农村青年教师成长。运营石峰区
慈善超市，将温暖送给群众。

聚合力量，擦亮慈善品牌壮大慈善事业

用心服务，与文明相约向幸福进发

▲株洲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赵先辉为优秀志愿者家庭颁奖。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慧 摄

▲全体志愿者宣誓。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慧 摄

拥抱创新
让慈善公益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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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消费限额
避免绑定主卡

“对于未成年人，我
们通常强调要防止沉迷
游戏、防有害信息，但网
络电信诈骗也是一个很
重要的、影响孩子的问
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
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说，未成年人容易在网
络上被骗，既有未成年
人普遍熟悉网络功能操
作，但社会经验不足、网
络安全素养低的因素，
也有相关法律法规在网
络平台落实不够、家长
教育欠缺等因素。

朱巍认为，很多未
成年人在网络被骗，与
使用的手机绑定了银行
账号有很大关系。“国家
相关部门和法律，有对
未成年人在游戏、电商
等平台当日消费限额管
理的规定，但现在看落
实得不是很好。”他说，
一些网络平台以及家长
的监护系统没有有效跟
进。

另外，虽然有的孩
子懂得一些基本的防骗
常识，但网络上也有很
多克隆链接、平台和软
件，“工信部门应该管
管，要打击非法网站和
软件，不能没有备案就
建了。”而对于社交、游
戏软件中的私信功能，
监护人也要多留意。朱
巍建议家长，可以在手
机中保留一定的零钱，
但要留意手机的设置。
给孩子的手机，要注意
避免绑定银行卡主卡、
设置免密支付等功能。

（本报综合）

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 一不小心骗子就找上门

警惕和孩子搭讪的“网友”

“网络诈骗的魔爪都伸到我家来了。”市
民李女士最近在朋友圈发出提醒。儿子亮亮
（化名）在石峰某小学上三年级，平时喜欢玩
网络游戏。早几天玩游戏时，一位组队的人
主动询问他的年龄，得知亮亮是小学生后，便
表示可以帮助他“解除防沉迷限制”，只是要
准备一部手机接收发来的数字。好在亮亮主
动询问妈妈，这才避免了上当。

免费送游戏道具、帮助解锁“防沉迷限
制”、打造人气“网红”……如今，一些网络骗
子开始将违法犯罪的触角伸向未成年人。涉
世未深的孩子被骗被坑的案例，有增长趋
势。一些别有用心者，往往会搜集甚至买卖
未成年人的信息。专家提醒，在防止未成年
人沉迷游戏、接触有害信息的同时，也要提防
网络电信诈骗找上孩子。

领免费道具被坑
共享屏幕遭人骗

小学生罗骁有一部平板电脑，那是
妈妈专门买给他上网课使用的。有一
天，上完网课的罗骁鼓捣平板电脑时，顺
手下载了一款游戏，并登录玩耍了起
来。其间，有人搭讪添加他为好友，并表
示可以“免费帮忙代领游戏稀有道具”。

一听可以获得“免费稀有道具”，罗
骁很开心。而后，对方要求他发一个手
机号码过去，以便帮忙给其注册，“你要
把收到的验证码给我”。少不经事的罗
骁憧憬道具心切，不加多想便拿过妈妈
手机，把验证码给了对方。不一会儿，
罗骁妈妈发现自己手机话费被划走了
近400元。而屏幕那边，对方还在询问
罗骁“有没有领到道具，没有的话可以
再发一次验证码过来……”

“很气愤，这个游戏竟然不用身份
证验证，也没有人脸识别，下载后就直
接可以玩。”罗骁妈妈说，她想让游戏方
退回被骗子划走的钱，并希望下架该游
戏产品。但拨打客服电话等待了好一
阵后，她等来的却是游戏客服的一句

“遇到诈骗请报警”。
9岁女孩佳佳（化名）则是因为轻信

他人可以帮忙“涨粉”，而成为“共享屏
幕诈骗”的受害者。

上个月，佳佳在 QQ 上加入了一个
所谓“涨粉群”。该群群主表示，可以帮
她在小红书涨1000个粉丝。听到群主
的承诺后，佳佳心动了。而后，群主开
始引导佳佳下载某会议软件，诱导其打
开屏幕共享功能并扫描一个二维码
……“一下子就被骗去 1900 元，骗子太
可恨了！”佳佳妈妈表示，孩子被骗当
天，自己就去报了警。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
已达1.83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
94.9%。另有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
首次触网年龄不断降低，10岁及以下开
始接触互联网的人数比例达到78%，首
次触网的主要年龄段集中在6至10岁。

未成年人提早“触网”，骗子也把犯
罪触角伸向了他们。据最高人民检察
院发布的数据，2021年1至9月，全国检
察机关起诉涉及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
犯罪4822人。其中，利用电信网络实施
的诈骗罪 2066 人，占 42.8%；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1205人，占25%。

▲网络电信诈骗开始盯上未成年人。新华社供图

网络游戏诈骗是未成年人容
易掉入的陷阱之一。类似“免费
送‘皮肤’”“免费领装备”“一元钱
买道具”等诱饵，已经并不新鲜。
近期，有不法分子开始以“解除

‘防沉迷限制’”“解除游戏账号异
常”等借口来欺骗未成年人，前文
所述的亮亮便是其中一例。

除了网络游戏诈骗外，风险
也发生在短视频软件、QQ 群、微
信群等渠道。在这些渠道，未成
年人所使用账号的头像、年龄、性
别等资料，往往会被轻易展示或
点击查询。甚至，在与陌生网友
聊天交流的过程中，未成年人也
极易被“套话”透露出自己的信
息。而这样的现实，无疑给了不
法分子“定点施骗”的机会。

“现在有很多针对未成年人
的诈骗，是通过软件的私信或聊
天功能实现的。比如在短视频软

件、社交软件、游戏软件之中交谈
搭讪，通过聊天骗取未成年人信
任，再引到第三方平台诈骗。”中
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说。

一些不法分子在网络各个角
落“碰运气”“定点施骗”之余，也
有人专门搜集未成年人的信息，
公开售卖而被抓捕。

“净网2021”行动中，江苏徐
州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贩卖公民
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条。该链
条中，涉及的公民信息均为儿童
信息，包含姓名、年龄、性别、家长
信息、电话、所在城市等，数量达
到200余万条。而为了获取更多
公民信息，犯罪分子除了通过网
络从他人处非法购买儿童信息
外，还以交换的方式与一些知名
教育机构交换公民个人信息。

多个案例显示，在针对未成年
人诈骗的案例中，骗子十分善于伪
装自己，诈骗时有多种“话术”，甚
至会建群“撒网”，批量施骗。

“你这个手机号码是谁的”
“找个安静地方”“你要不要配
合”……这几句话，是声称能帮助

“涨粉”的网络诈骗者，对 9 岁女
孩佳佳说的。佳佳妈妈表示，在
整个施骗过程中，网络骗子可谓

“大胆又心细”。既通过不断地询
问来了解、掌握孩子当时所处的
周边环境，同时也会催促佳佳尽
快进入骗局的下一步。

当佳佳表示“我妈在”的时
候，骗子很快回复“她要手机了
吗？”“没有。”佳佳话音刚落不一
会儿，骗子便不停追问“你还没搞
好啊”“你在怕什么”……后来，佳
佳妈妈顺藤摸瓜找到该QQ群，才
让她大吃一惊——在那个所谓的

“涨粉群”里，竟然还有好多孩子。
类似的骗局并不少见。10

岁小学生刘铭鑫在上网玩游戏
时，也被所谓的“队长”拉入一个
可以“免费领皮肤”的群。结果

“免费领”是假，充值诈骗才是
真。刘铭鑫的家长偶然听见孩子
与他人聊天回答“充了”，于是很
快删除好友，无奈为时已晚，最终
被划走了 1990 元。“作为家长我
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但也希
望平台能帮忙挽回损失。”

被诈骗钱财之外，也有不少
未成年人不了解网络世界的复
杂，而被骗购买虚假课程。“孩子
经常用手机买学习用品，知道支
付密码。结果有一天他拿手机刷
直播视频时，就被主播怂恿购买
了一个在家创业的致富课。”张先
生说，当发现自己在一个 400 人
的聊天群里时，他连忙询问孩子，
这才得知了事情原委。“后来我向
平台反馈，孩子是未成年人，结果
平台不予受理。”张先生感叹自己
很无奈，“只好被割韭菜。”

背
后

游戏短视频多发 背后藏买卖链条

警
示

网络诈骗话术多 建群拉人批量骗

建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