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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
李薇 刘晨曦） 7 月 2 日，家住石峰区铜塘湾街道清

水塘社区的文志敏老人颤颤巍巍，在湖南革命军事

馆文物（实物）史料征集登记表捐赠人一栏签字，将

自己珍藏多年的 3件“老物件”交到社区党委书记、网

格长谭寓展手中。

文志敏，今年 92 岁，1951 年 5 月入伍，1969 年 8

月退伍，转业到当时的株洲市无线电六厂（三二七

厂）工作，直到 1992年 9月从中盐株化集团退休。

1951 年 9 月，入伍才 4 个月的文志敏开赴朝鲜，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从湘潭易家湾出发，坐闷罐火

车，抵达丹东，随后天黑时步行跨过鸭绿江。”回忆起

出发时的场景，老人顿时来了精神，绘声绘色介绍起

70多年前的战争场景。

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大的阵地攻
坚战，也是最后一次战役，文志敏老人也参加了。敌
人五六十架飞机，包括 F16、F47，不停俯冲，还有机枪
扫射，轰炸平安南道连通东西两线的一座桥梁要
塞。文志敏和战友英勇战斗，最终取得胜利。1953
年 7 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文志敏留在朝鲜，
参与金日成广场建设等工作，直至 1955年回国，后被
安排到重庆某部队，任参谋一职。

日前，湖南省革命军事馆面向社会征集文物、史

料，谭寓展一行特意来到文志敏老人家，征询老人是

否有老物件可捐赠。

老人毅然表示愿意捐赠。老人此次捐赠的 3 件

老物件是：“指北针”一枚、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

“革命军人证明书”一份、战友集体合影照片一张。

“这个指北针可珍贵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

从踏上抗美援朝战场，就一直陪着我，至今已 70 多

年。”老人说，指北针保存完好，还能正常使用。

老人说，这些老物件，见证着无数志愿军战士英

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时刻教育和警醒后人珍爱和平，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让红色记忆代代相传。

九旬老兵捐赠3件“老物件”

文志敏老人捐赠的 3件“老物件”。通讯员 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实习生/蔡珺
洁 通讯员/李航） 近年来，在互联网上挂售自己的二手物

品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其中，游戏账户类、电子产品

类等物品更是深受买家喜爱，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这种新潮

的交易方式，盯上了网友的钱包。7 月 3 日，醴陵市公安局

发布了两起典型案例。

微博买家来询价，卖家钱财账号皆失踪

6 月 25 日，来龙门街道的叶某报警称，自己于 1 天前在

微博发布出售游戏账号的帖子，并在闲鱼平台同步上架链

接，不久便有微博上的买家联系询价。买家同意以近 5000

元的一口价购买该游戏账号，叶某便把闲鱼平台的购买链

接发送至该买家。

奇怪的是，买家并没有直接在闲鱼链接里付款下单，

而是发送一张二维码至叶某，要求其添加该“闲鱼客服”发

货。叶某没有怀疑对方，扫码添加该客服。客服表示需要

叶某提供游戏账号的登陆名和密码，并且需要买卖双方都

交纳 2000 元“包赔退还”保险，属于走流程，之后可以退

回。于是，叶某根据客服指引转账 2000元。

随后，客服又以叶某闲鱼等级信用分不够为由，要求

叶某转账 3000 元走流水，并称之后也可退回。由于叶某没

有闲鱼交易经验，便再一次相信对方转账。此后，客服再

一次称因叶某未在 5 分钟内完成汇款，操作超时需要再转

两笔 2000 元的资金，并且承诺 24 小时内原路退回。就这

样，叶某一共转账 9000 元。同时，买家联系叶某称已收到

游戏账号，并将近 5000元的订单款转至客服。

24 小时后，叶某未能收到订单款和客服承诺退回的

9000 元保险费、信用费。叶某遂联系之前扫码的客服却弹

不出对话框，联系买家也被提示该微博用户因违规被平台

销号。就这样，叶某既损失了 9000 元资金，又丢失了辛辛

苦苦养的账号，且骗子极有可能将该游戏账号修改密码后

上架链接欺骗他人。

小红书有人来购货，假客服骗走1万余元

除了微博平台，小红书也是骗子蹲守闲置帖买卖的重

灾区。

6月 28日，来龙门街道的张某报警称，当天下午在小红

书上挂售一件商品，没几分钟就有网友联系购买，但对方

要求在“转转”平台交易。于是，张某通过对方的 QQ 好友

申请，并在转转平台上架购买链接。

不一会儿，买家联系张某表示自己已下单，却无法看

到订单信息，也无法退款。张某遂询问转转平台官方客服

（真客服），客服告知需张某自行操作，才能帮助买家退

款。这时，买家联系张某，表示“专属客服”（假客服）会与

其联系，请张某后续和专属客服对接。

随后，张某 QQ 邮箱收到一封来自“转转平台客服”（假

客服）的邮件，显示有一笔买家交易已成功支付，由于系统

原因平台未能显示该笔支付订单，需张某下载视频聊天软

件，与平台客服进行沟通操作。张某按照提示下载 App 注

册登录，以专属客服的邀请码进入聊天会议室，并按对方

指引操作将摄像头对准另一台手机，打开银行 App，接收验

证码。

当手机接连收到被扣款的短信提示，张某才意识到情

况不对，立马断开视频通话并报警，总计被骗 11000元。

醴陵警方提醒，针对二手交易骗局，要做好防范。二

手交易一定要走正规平台，切勿听信网友第三方交易。不

熟悉闲置物品交易平台操作流程时，多联系官方客服沟

通，任何“客服”私信提及资金转账的话术都是诈骗。24 小

时到账不可靠，千万不能点击提前确认收货，网友的已转

账照片极有可能是 P图。

警惕骗子盯上你的社交平台

本想出售商品，不料被骗现金

美达影城（7月5日） （开奖日期：2024年7月4日）开奖

攸县组建
“村播带货”联盟
专卖村里农产品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
军 通讯员/李青） 7月 3日，攸县网岭

镇 宝 山 湖 农 业 基 地 500 亩 黄 桃 果 园

内，10余名村播代表依次上台，向观众

展示攸县特色农产品。当天，攸县组

建“村播带货”联盟，助力农产品出村

进城。

活动当天，中建五局、攸县驻长沙

流动党总支和攸县宝山黄桃种植专业

合作社签订认购框架协议，实现“党组

织+农户+企业+社区”一体化共建运

营销售合作模式，并共同为乡村振兴

共建农业基地揭牌。湖南博皓数字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建城服党总支、

攸县驻长沙流动党总支、攸县村播联

盟签订合作协议，孵化打造 30 个村级

直播间及村播达人，由专业运营公司

进行技术支持指导，同时整合各类资

源，拓宽销售渠道，搭建产销平台，力

争实现“一村一品一主播”，把攸县更

多的优质农产品推上网络平台。

攸县香干的嫩、豆腐的滑、米粉的

韧、茶油的香、麻鸭的鲜，为“村播带

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组建“村

播带货”联盟，其目的是建设村级农产

品电商销售体系，让“农民变主播、手

机变农具、直播变农活、数据变农资”，

为农民增收提供保障。

警方提示

默杀 10：30 11：10 12：45 15：00

15：50 17：15 18：05 19：30 21：45

欢迎来到我身边 10：50 12：50 13：

40 14：45 15：35 16：40 17：30

18：35 19：25 20：30 21：20

头脑特工队 11：45

云边有个小卖部 13：25

寂静之地：入侵日 22：45

传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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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色球 2024076期 03 22 24 27 29 32 15
排列3 24176期 9 3 2
排列5 24176期 9 3 2 5 0
福彩3D 2024176期 1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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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中节俭，心中无奈

在荷塘区的梁女士家中，她的母亲将节俭的传

统发挥到了极致。这位老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

代，对生活中的每一点资源都极为珍惜。她习惯将

洗菜、洗衣、喝茶后剩下的水收集起来，认为这些水

还能发挥“余热”。

家中各处摆放的盆子，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

线”。这些盆子不仅让日常生活变得繁琐，更带来了

安全隐患。梁女士亲眼见过母亲在端水时滑倒，虽

然只是轻微擦伤，但这已经足够让人警醒。

尽管梁女士多次劝说，希望母亲改变这一习惯，

但母亲依然坚持己见，认为这是对资源的尊重，也是

对过去艰难岁月的回忆和致敬。“你们年轻人不懂得

节约，不知道水有多珍贵。”母亲总是这样回应。

这种情况在许多家庭中都有发生，节俭的老一

辈与追求现代生活需求的年青一代之间，存在着明

显的代际冲突。老一辈人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对

物质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而年轻人从小生活在物质丰富的环境中，

对节俭有着不同的理解。

一位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外公总是说，

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他的眼神中既有对老一辈

的尊敬，也有对代际差异的无奈。

健康与金钱的双重损失

近日，一位红衣服老太太的故事在网上悄然传

开。顶着烈日，她在地里捡了 40 斤小麦，却因劳累

过度住进了医院。隔壁床的花衣服老太太，同样因

坚持下地劳作，让儿女请假五天，花费 4000 元路费，

只为收获那 800斤小麦和 100斤蚕豆。

另一边的杭州，一对老夫妻因长期食用剩饭剩

菜而患上直肠癌，这一事件再次敲响了警钟：过度节

俭可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尽管邻居们多次提醒，

老人们仍旧坚持“不浪费”的原则，未意识到潜在的

健康风险。

网络上流传的“烂梨思维”故事，深刻揭示了过

度节俭可能带来的反面效果。一位老太太因担心浪

费，总是先吃烂梨，结果导致好的梨也烂掉，自己还

吃坏了肚子。这个故事让许多人反思，我们的父母

是否也在无意中陷入了这种思维模式。

“我家的餐桌上，剩饭剩菜的问题是家庭讨论的

焦点。”在天元区菱溪社区，小李面对父母的节俭习

惯，尝试了多种方法来说服他们，效果甚微。为了改

变这一状况，小李开始尝试更深入的对话，向父母展

示关于食品安全的资料，耐心解释剩饭剩菜可能带

来的健康问题，并承诺将更合理地规划家庭饮食，减

少剩饭剩菜的产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小李的父母逐渐接受了

他的观点。虽然偶尔还会有剩饭剩菜，但家人已经

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比如将其用于做汤或喂宠物，

而不是直接食用。

节俭与现代生活的冲突

聊到长辈“节俭”话题，李女士向我们分享了家

中的一个小插曲：“夏天冰箱故障时，我婆婆宁愿开

启空调来保存一碗剩饭，也不愿将剩饭倒掉。”她进

一步提到，“公公曾因饮用过期牛奶而腹泻，却笑称

‘不然药都浪费了’，这让我深感，过度的节俭有时反

而牺牲了健康。”

“我父母亲历三年自然灾害，那段日子让他深刻

体会到粮食的珍贵。即便现在生活富足，他也坚持

节约，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小李说，自

己并不是反对节俭，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应该建立在

理性消费和健康生活的基础上。

同样，赵阿姨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亲

历者，感慨万分：“那时候，能吃饱就是福，所以我们看

不得任何浪费。希望后辈们能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她的言语中透露出对节俭的坚持与对后代的期望。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艳分析道，老一辈的节

俭，是对过往苦难的铭记与智慧应对。年青一代需

在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协助他们找到与现代生活

相和谐的节俭之道，平衡节俭与生活质量。“理解和

尊重传统的同时，引导其适应现代健康观念，是社会

的重要课题。”

在理解中寻求和谐之道

在家庭生活中，老一辈的节俭传统与年青一代

的消费观念时常发生碰撞。如何在尊重与理解的基

础上，找到和谐共处的路径，成为了许多家庭面临的

课题。

采访中，陈先生分享了他家的变化。起初，陈先

生的父亲总是批评他外出就餐浪费，但当陈先生邀

请父亲一起体验现代餐饮文化后，父亲的态度有了

明显的转变，开始享受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家庭关系顾问刘老师指出，在处理代际差异时，

沟通与尊重是关键。年青一代应该倾听老一辈的故

事，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达自己的观点，

展现现代生活的美好。通过双向沟通，家庭成员之

间可以建立起更深厚的情感联系。

刘老师也指出，我们无法改变他人的思维方式

或命运，即便是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应该不厌其

烦地向他们传达正确的生活理念，帮助他们避免生

活中的危险和不便，比如减少吃剩饭剩菜的习惯，为

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经济支持。如果尽了最

大努力仍无法改变他们，我们应学会接受并尊重他

们的选择。

“有福不享，没苦硬吃”

长辈执拗节约，晚辈该如何应对？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在这个物质充裕的时代，一段视频在网络
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视频中，两位老人因为
坚持“有福我不享，没苦我硬吃”的节俭原则而
过度劳累，最终病倒住院。这一现象迫使我们
深思：在追求节俭的同时，我们是否忽视了健康
和生活的本质？

“他们的行为，让人心疼，又让人无奈。”
株洲市民刘廉说，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节约的
简单故事，而是触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时代变迁、价值观的冲突，以及代际之间的沟
通难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节俭行为
背后的苦与乐，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和尊重他
们的选择。

记者手记
在爱与尊重的基础上，每一代人都能找到自

己的立足点。面对长辈的节俭传统，年轻人应以

开放心态，通过交流和共同体验，帮助他们适应

现代生活。这个过程不仅是代际文化的交流，也

是家庭成员情感联系的加强。让我们在相互理

解和尊重中，共同构建和谐的家庭生活，让爱在

生活点滴中自然流露。

过度节俭，可能造成健康、金钱全损失。

故事

爱与尊重

声音

代价

一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