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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
讯员/王斐妮） 网络中有一种陌生人，有钱自

己不赚，偏要手把手教你赚大钱，这样“稳赚不

赔”的大项目就是骗局。近日，石峰区一名大妈

被骗 45 万元仍执迷不悟，后被民警“话痨式”劝

阻才停止继续转账。

投资虚拟货币，大妈被骗45万元

此前，居住在石峰区田心街道的一名退休

大妈加了一个陌生的微信好友，对方自称是香

港某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内部交易

信息帮助大妈优先购买一些新发行的股票。

大妈有着多年炒股经验，决定试一试，遂添

加了对方发来的 QQ号并被拉进一个 QQ群内。

群聊中，每天都有“炒股大师”发布股票知识，且有

群友分享盈利截图。过了一段时间，“炒股大师”

说最近行情不行，开始给群友推荐虚拟货币。

看到群里不停有人发消息说自己投资虚拟

货币后短时间就盈利，大妈颇为心动，便在“炒

股大师”诱导之下注册了虚拟货币投资平台账

号，一步一步进行操作，前后往该平台上打入

45万元，此时大妈还没意识到自己被骗。

不甘被骗再借钱
民警开启“话痨式”劝阻

接到电信网络诈骗预警提示后，石峰分局

田心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来到大妈的家中，在

其家人的陪同下，一同对大妈进行劝阻，建议大

妈立即报警，并向其讲解反诈知识。

大妈态度很好，表示自己相信遭遇了骗局，

同民警一起去派出所报案。民警见此情况，以

为大妈已经幡然醒悟。

谁知，大妈不甘心自己被骗45万元，见到“充

值 10万元即可解冻提现”的提示后，第二天一大

早就前往朋友家中借钱，以赌一把的心态试试看

是否真能解冻，从而把投入的钱再追回来。

大妈的家人得知她还想继续投钱，立即报

警。反诈民警迅速将大妈带到石峰区反诈中心

开启“话痨式”劝阻。

经过民警长达7个小时的反复沟通和专业分

析，大妈又对照了自己的投资理财过程，越听越

觉得套路如出一辙，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被骗。

反诈民警提醒大妈，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

的“内部消息”“稳赚不赔”往往是骗子的幌子。

投资理财要选择正规渠道，陌生 App、链接不要

轻易点击，不要相信，更不要转账。

民警还讲解了其他常见的诈骗类型，分享

了辖区其他典型案例，提醒大妈近期很可能再

次接到电信网络诈骗电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及

时联系民警，防止再次被骗。在民警苦口婆心

的劝导下，大妈最终打消了继续转账的想法。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下一步，石

峰公安将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完善高效预警止付

工作机制，以实际行动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老人头痛发热不断呕 一查竟是细菌性脑膜炎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

员/谭盼盼） 平日里，若出现头疼脑热，不少人

会认为自己感冒了。殊不知，这也可能是患上

细菌性脑膜炎。

几天前，70岁的沈大爷不慎着凉了。之后，他

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一开始，他以为只是感冒，

并未重视。不料，接下来的几天陆续出现发热、呕

吐、头痛、精神萎靡不振等症状。家属以为他是中

风了，立即将其送至省直中医院急诊科就诊。

接诊后，医生发现沈大爷呕吐频繁且反应

迟钝，可他的头部 CT 未见明显异常。

“这不像是普通感冒，更像是出现颅内感

染。”脑血管病中心主任龙亮提出了一个大胆猜

测。很快，老人的脑脊液化验结果验证了他的

判断。

沈 大 爷 的 脑 脊 液 白 细 胞 超 过 正 常 值 约

1000 倍，脑脊液总蛋白数是正常值的 6 倍，属于

细菌性脑膜炎。

明确诊断后，医生立即为老人进行抗感染治

疗。所幸，由于治疗及时，沈大爷最终有惊无险。

“细菌性脑膜炎可导致患者出现脑内脓肿、

脑积水、脑疝等，致死率很高。”龙亮提醒，老年

人免疫力相对低下，发生脑膜炎的概率较高，因

此老人出现头晕、头痛、发热症状时，不要以为

就是普通感冒，应尽早到医院就诊，以免错过最

佳救治机会。

偷几只鸡警察不管?
嘿嘿，这回偷鸡贼想错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王作
海） 本以为偷几只鸡是小事，警察不会管，不过这回偷鸡

贼想错了。近日，市公安局董家塅分局白关派出所联合刑

侦大队通过视频追踪，在嫌疑人偷鸡的必经之路守株待兔，

将一名跨市流窜作案的偷鸡贼逮了。

早上如常到鸡棚喂鸡的刘伯（化名）突然发现一夜之

间，鸡棚少了几只鸡，找了一圈，也没有踪迹。“估计被人偷

了！”刘伯随即报警求助。

这并不是个案，白关派出所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家中

自养的土鸡被盗。询问案情的过程中，村民们都很激动。

在调查时民警发现，该嫌疑人善于伪装，偷盗过程短暂且没

有什么声响，作案都分布在半夜各个时段不同区域，且手法

娴熟。

为尽快破案，白关派出所第一时间联合刑侦大队成立

专案组。通过分析梳理，民警发现偷鸡贼驾驶摩托车在农

村人口稀疏地区实施偷盗，企图迷惑警方侦查方向。围绕

为数不多的线索，民警一路驱车寻找，沿街走访，最终通过

分析，成功锁定嫌疑人赵某。

10 月 28 日晚，在确定了嫌疑人、掌握了作案规律、摸清

了销赃去向后，民警迅速进行布控。次日凌晨 5 时许，民警

守株待兔在芦淞区某菜市场附近将赵某抓获，并当场从其

摩托车上查获 2 袋（14 只）偷来的土鸡。同时，办案民警将

给赵某销赃的活禽销售店老板刘某抓获归案。

赵某对在浏阳和我市渌口区、石峰区、芦淞区等地盗窃

土鸡，并低价卖给刘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感谢警察同志，及时抓到了偷鸡贼！”10 月 30 日下午，

渌口区村民张先生，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白关派出所，拿到

民警帮他追回的土鸡。

目前，嫌疑人赵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违法行为人刘某

已被行政拘留。

在灯泡上完成 3 毫米钢棍精准切割、攀登 15 米高墙一

气呵成……近日，市消防、应急、人社等部门联合举办全市

第二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市 10 支代表队同场切磋

比武。

此次竞赛分设灭火救援员、消防装备维护员、森林灭火

员、消防通信员 4 个项目，共设置了 100 米消防障碍、攀登挂

钩梯、体能综合竞技等 8个模块，全面检验了灭火战斗员、应

急救援员、消防装备维护员、消防通信员专业技战术水平。

最终，市消防救援支队枫溪大道特勤站、荷塘区代表队、芦

淞区代表队分获团体前三名。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曾美丽 摄影报道）

绝技！灯泡上切钢棍

拯救嫌疑人 10:20 11:20 12:35 13:35 14:15 14:50

15:50 16:30 17:05 18:05 18:45 19:20 20:20 21:00

21:35 22:35

河边的错误 10：35 12：35

二手杰作 10:50 13:05 15:15 17:25 21:25

一个和四个 10:35 12:20 16:35 18:25 21:25

前任4：英年早婚 09:50 12:15 14:40 17:05

20:10 22:40

莫斯科行动 11:50 14:10 21:50

坚如磐石 14：30 16：50

美达影城（11月3日）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
五楼（株洲书城对面）

订票热线：28106878

（开奖日期：2023年11月2日）开奖

大妈被骗45万元仍借钱“解冻”
民警“话痨”7小时成功劝阻

石峰公安“话痨式”劝阻大妈再次转账。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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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老式消费”这种不走寻常路的消费方式的走红，

说明了当前有相当一部分空白的市场在等待填补。现象

背后，其实是整个消费群体和市场之变。

要想既满足年轻群体的需求，又不让挤占老年人资

源和福利的情况出现，就要发动企业、商家、社会资源随

之而变——推出更适合年轻人的高性价比好物、少些套

路的旅行产品、更加普惠的兴趣爱好课程、运用更符合年

轻人消费习惯的线上资源……比如，依托社区、大学公开

课等资源平台，为他们提供更多普惠性课程；至于一日三

餐，则需要全面盘活社区资源，探索新型的服务模式；老、

少的需求都应该被看到、被满足。

当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也就不必再去“蹭

老”了。

吃老年饭堂 读老年大学
年轻人爱上“蹭老式消费”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当下，一股年轻人“蹭老式消
费”风潮正在兴起。年轻人跨界报
名“夕阳红”旅行团，跟着大爷大妈
去旅游；点腻了外卖，上班族在社
区助老食堂实现“吃饭自由”；培训
费太高，“00 后”涌入老年大学与
“60后”同桌一起上兴趣班……

这些被外界调侃为“蹭老式消
费”，让不少年轻人因好奇“入局”，
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与
众不同的“养老式生活”，引得网友
们纷纷感叹“真香”。

记者采访时，有人认为，这是
因为年轻人消费观转向理性，不再
被消费主义裹挟；有人担心，涌进
老年大学、老年食堂的年轻人会挤
占老年人的资源和福利。

“以前我觉得老年团价格

那么便宜，还送纪念品，多少

会 有‘ 坑 ’，没 想 到 这 么

‘香’。”市民陈琳说，上周在

老妈的邀请下，她报了一个每

人只需要 89 元的一日游老年

团，在醴陵多个网红景点打了

卡，捡了瓷器，夜游了一江两

岸，还在炒粉街尝到美食。不

仅如此，每个人还送了 2 斤土

猪腊肉。

陈琳说，8、9 年前，经常看

到有 199 元去云南、浙江的老

年团，自己还曾提醒过家里老

人不要上当受骗。可这次，她

觉 得 自 己 真 的“ 见 世 面 ”了 ，

“老人们超级守时，跟他们相

处非常舒服。”

早上 6 点半，老年团就要

集合等车，陈玲原本想吐槽太

早 了 ，但 上 车 后 气 氛 完 全 变

了 。 车 上 ，男 导 游 介 绍 行 程

后，开始邀歌，没想到，老人们

个个是“社牛”，不扭捏、不怯

场，有的还唱起了京剧。陈琳

笑说，她虽然没上台，但担任

了“摄影师”，现场气氛活跃，

每个人的情绪价值都拉满了。

参加这次老年团，让陈琳

对 报 团 旅 行 有 了 全 新 的 认

知。她说，老人会给送水果、

零食给自己吃，有的给她介绍

起对象，“一不小心跟未来婆

婆处成姐妹也不是不可能。”

今年中秋、国庆黄金周的

旅 游 大 军 中 ，“夕 阳 红 +小 年

轻”的组合成功出圈。

“我一个小年轻，爬山爬

不赢大爷，砍价砍不过大妈，

只能充当团宠‘吉祥物’，全程

蹭吃、蹭喝、各种蹭！”大三学

生高彤跟随姥姥、姥爷踏上了

“夕阳红”老年团之旅，成了老

年 团 的“ 小 尾 巴 ”，被 呵 护 的

“显眼包”。

“一学期 300 元，这宝藏地

方，太好了。”还有一些人“蹭”

到了老年大学里。80 后的小

杨，就在晚报老年大学报名了

国画班，一学期 15 课时，单课

时长 90 分钟，这可比市面上的

机构收费要低得多。小洋的

班上，年龄最大的有 80 岁，她

是 唯 一 一 个 40 岁 以 下 的 学

生。小杨称，自己去上课并不

觉得尴尬，因为大家都是去学

习的，偶尔有一节课没去，还

会有同班老人询问缺课原因，

鼓励她不要放弃。

“现在报个兴趣班实在太

贵了。我喜欢跳舞，在成人舞

蹈机构每节课的费用就要 200

元，现在到老年大学报了一学

期 260 元的民族舞蹈班，氛围

好、教得细。”市民肖女士分享

了自己“蹭”到老年大学舞蹈

课的经历，她说，姐姐们精气

神很好，她在这里心态松弛，

坚持了两个多月了。

株 洲 晚 报 老 年 大 学 工 作

人员介绍，可视情况招收 50 岁

以下的学员，目前人数不多。

有人质疑，年轻人到老年

大学上课，会不会挤占老年人

福利资源？记者搜索各地老

年大学招生简章，一般招生年

龄都在 45或 50周岁以上，在株

洲市老干部大学 2023 年秋季

招生简章中可以明确看到，要

求年满 50周岁以上 80岁以下，

部分运动量较大的课程如舞

蹈、瑜伽等，学员报名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 70周岁。

课程有趣又实用，学费不

贵性价比高，氛围不“卷”主打

自由快乐……老年大学就这

样俘获了年轻人。

“合泰便民大食堂，办卡

7.5 元/餐 ，不办卡 9 元/餐 ，又

便宜又好吃。”

“去菜市场买菜就跟在爷

爷奶奶后面，会砍价、会挑选，

我‘蹭’就行了。”

“在网上买东西，搜索关

键字加个‘老年’，同一种功能

的商品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蹭老式消费”，都“蹭”到

了哪里？记者收到的答案五

花八门。这两日，晚报记者在

天元区泰山路街道、嵩山路街

道发出了“蹭老式消费”的调

查问卷，受访者年龄多在 50 岁

以下。三成受访者见过年轻

人在社区助老食堂就餐，六成

受访者见过年轻人报老年旅

行团，四成受访者购买过带有

“老年”属性的商品。

年 龄 和 阅 历 带 来 的 优 势

在消费时凸显出来，年轻人相

信，跟着老年人选择，一般不

会出错。对追求效率的年轻

人来说，相当于免去了决策的

过 程 ，正 如 部 分 网 友 调 侃 的

“少走 50年弯路”。

市场或许也不曾预料到，

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消费模

式竟迎来新的入局者——年轻

人群体。为什么流行?市民张

凌雪说，现在针对年轻人的消

费“陷阱”太多了，就连塑料袋

被印上吸引年轻人的潮趣文

字，每个都能多卖两元钱，无形

中这些花里胡哨的商品增添了

不少生活成本。越来越繁杂的

规格、品类，其实也造成了选择

和使用上的障碍，“我认为年轻

人消费习惯的转变，是在追求

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追

求物有所值。”

有市民认为，年轻人选择

“蹭老式消费”，折射出一种价

值判断，那就是让商品的价格

属性真正回归到价值本身，不

再愿意为花哨的包装、繁琐的

促销宣传买单。

并非所有的“蹭老式消费”都对年轻

人胃口。

去年，市民沈先生在报名“夕阳红”

旅行团后意识到，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生

活方式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老人们

对导游制定的每日行程非常关心，对景

点是没有取舍的，认为‘来都来了，多看

点景点’，而且希望每天的行程越早开

展越好。”

沈先生说，比起打卡景点，他更向往

找家好酒店，找片沙

滩 躺 着 沐 浴 阳 光 。

在对食物的选择上，

年轻人更喜欢提前

做好攻略，去吃当地

最热门的小吃和餐厅，老年人则没有这

一需求，而是跟团就餐。

“年轻人确实有提升自我的需求，日

常生活也需要便宜又健康的就餐环境，

但是他们如果都到专门为老年人设置的

课堂、餐厅，肯定也会挤压我们老年人的

资源和空间。”67 岁的张阿姨说，年轻人

的需求应该被关注到，为他们提供更多

属于自己的选择。

市民廖先生认为，如果是特定针对

老 年 人 群 体 的 普 惠 式 项 目 ，年 轻 人 来

“蹭”，则会有挤占助老资源的可能。当

年轻人涌向老年人普惠项目时，有关方

面也需要思考，是不是在这些领域，针对

年轻人的普惠式项目较少？

“特种兵”旅游太累？去老年旅行团当“团宠”

年轻人兴趣班太贵?到老年大学“蹭课”

“蹭老式消费”香在哪？年轻人追求返璞归真

“蹭老式消费”也会出现取向偏差
记者手记

老、少的需求都应该被看到、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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