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语 2024年 11月 6日 星期三
编辑 郭征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郭征08

扫码“收割”老人何以横行
□付迎红

“只要扫一扫，就有礼物
赠送。 ”前不久，李女士的父
亲为领取一盒鸡蛋， 扫码成
为当地一家新开业小超市的
会员， 后被拉入一个数百人
的社交群， 群主声称群里会
不定期免费发放各种礼品。
直到有一天，父亲花 1000 元
购买了 6 袋酸奶粉回家，还
乐呵呵地称这款产品有“增
强免疫力”的奇效，李女士这
才意识到，父亲陷入了扫码
骗局。

看完这则新闻， 是不
是嗅到了某种熟悉的味
道？ 最近类似的事情发生
在不少老年人身上。 比如
有人以小额红包为诱饵推
广二维码， 老人兴冲冲扫
码却被对方盗走社交账号
密码、批量发送涉诈短信；
一些机构以免费视频制作
课的噱头吸引老年用户报
名， 后续再诱骗其上交几
千乃至上万元不等的“学

费”； 还有的趁着珠宝文玩
直播的火热行情，以“高价
回收或参与拍卖”诱导老年
人疯狂下单……在很多年
轻人看来一眼假的话术、手
段低劣的骗局，偏偏就轻轻
松松从许多老年人口袋中
骗出钱财、骗走信息 ，一割
一个准。

梳理多起个案， 不难看
出当前针对老年人的骗局
杀伤力绝不容低估，也让我
们对这一群体的困境有了
更清晰的感知。 事实上，一
些老年人之所以成为易受
骗群体，背后有着复杂的社
会成因 。 由于社会角色转
变、身体情况等原因 ，老年
人与外界的连接逐渐减少，
对于鱼龙混杂的信息缺乏
甄别能力。 加之缺乏
情感寄托， 又有大把
空闲时间和闲钱 ，这
些都给了骗子可乘之
机。 后者稍微使出亲

情攻势、打点价格牌，就能轻
易博得老年人的信任。

针对以上情况， 加强预
防、打击、善后政策联动，十
分必要。 事前要重预防，以更
接地气的方式加强反诈宣
传；事中重打击，针对老年人
的诈骗或消费陷阱， 要加大
打击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事后重善后，畅通维权渠
道， 最大可能减少损失。 当
然，在这些常规操作之外，更
为关键的是在产品设计以及
社会公共服务上植入适老化
思维。 比如在老年人频繁接
触的场景中提供一些网络公
益培训、 开设符合他们需求
的课程， 在理念上彰显更多
包容、善意的底色，尽可能填
平坑老陷阱。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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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畏惧困难时，找借口就成了他的能力。
●比起所谓的孤独终老，更让人感到恐慌的应

该是虚掷青春。
●真正的益友，顺境时监督你不要越位，逆境

时帮助你渡过难关。
●成熟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自己的局限性。 知

道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就可以心平气和地
接受结局的不完美，避免因为追求不存在的完美而
浪费生命。

●幸福圆满来自于无限的宽容与互相尊重。
●没有期待、无需付出的平静，其实是在消耗

生命的活力与精神。
●不要用自己的不幸去博得同情，而要用自己

的成就去赢得掌声。
●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只是让你开心，做你自己

该做的事才会使你成长。
●保持眼界开阔和脚步向前，你就会找到你想

要的一切。
●只有当一个人明白自己有时也会犯傻时，他

才是聪明人。
●在任何时候，愿意放弃现在的自己，去成就

最好的自己，都是一件伟大的事。
●喜欢克服，成功就越来越多；喜欢逃避，失败

就越来越多；喜欢分享，朋友就越来越多；喜欢占
有，敌人就越来越多；喜欢自强，魅力就越来越多；
喜欢豁然，感悟就越来越多。

●比吃不到的葡萄还酸的是挂在嘴边的“如果”。
●人性的尴尬：我们不屑与他人为伍，却害怕

自己与众不同。
●幸福的秘密在于，既要看到世上的奇珍异宝

又永远不要忘记勺里的那两滴油。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马上

要考试了，别人在复习，自己却在预习。
●教育的三大错位———时光颠倒：童年为升学

战斗，升学回到童年；脑体倒挂：百般呵护身体，漠
视精神成长；学习错位：忽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解答试题的机器。

●天才时而表现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时而表现
为忽略问题的气度。

●与小人对弈，不是人和人之间的较量，而是
底线和底线之间的比试。

●没有专注力的人，仿佛睁着双眼却什么也看
不见。

●如果一个人先从自己的内心开始奋斗，他就
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如果死亡能让一个人明白一件事，为什么不
在活着的时候反思？

●放弃同样是一种选择， 放弃并不是无能，而
是因为有了更好的选择。 有时候，放弃比坚持还需
要勇气。

●不是井里没有水，而是挖得不够深；不是成
功来得慢，而是放弃速度快。 得到一样东西需要智
慧，放弃一样东西则需要勇气。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是懂得如何让自己委曲
求全的人。

●成熟的人做该做的事，而非只做喜欢的事。
●人的心病根源是无法区分“需要”与“贪婪”。
●灵魂的疾病在于迷恋不可能获得的东西。
●意志引人入坦途，悲伤陷人于迷津。
●人生有两条路：一条需要用心走，叫做梦想；

一条需要用脚走，叫做现实。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的《精

粹语言汇编》

让“诗”和“远方”相得益彰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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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美了！ 这样一套融
合了传统文化、 自然风光
的印章， 一定要发个朋友
圈‘晒一晒’。 ”来浙江杭州
余杭区径山镇旅游的周女
士，举着 33 枚印章组成的
《径山喫茶图》， 和家人在
径山古道口合影留念。

徜徉径山茶园、径山花
海，欣赏自然美景，沉浸式
体验宋代点茶、 唐代煮茶
等项目……不久前， 径山
旅游度假区举办特色文旅
活动，吸引不少游客。 看着
与《径山喫茶图》里“唐代
煮茶”一模一样的场景，周
女士的孩子很兴奋：“画里
的人‘活’起来啦！ ”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释放出独特魅力。

文化和旅游融合，是时
代发展的趋势， 有利于满
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旅游是修身养性之道，中
华民族自古就把旅游和读
书结合在一起，崇尚‘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 ”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提
出：“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让
“诗”和“远方”相得益彰、浑
然一体，需要积极探索创新
发展，培育更多新型文旅发
展模式。

推进文旅融合， 先要摸
清文化的家底。 比如，径山镇
“绿色家底”厚实，传统文化、
非遗传承也源流深远。 立足
自然、人文特色资源，当地探
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
仅依托径山茶， 就开发出一
系列茶文化旅游产品， 推动
“径山茶宴”成为省级文旅融
合品牌， 让人们在领略自然
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 陶冶
心灵之美。 大好山河，文韵悠
悠， 让旅游产品多一些文化
特色， 让文旅供给多一些业
态融合， 能够帮助人们在旅
游中更好感悟中华文化、汲
取文化养分。

实现文旅融合、 美美与
共 ， 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激发创新活力。 探索成
立乡村新社区，让地域相邻
的村和社区抱团发展、握拳
聚力， 有利于实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 比如，小古城
乡村新社区 ， 就由小古城

村、潘板桥村、求是
村、 漕桥村和桥头
社区组成。 他们召
开联合支部会议 ，
把区域内的旅游 、

产业、招商几本“资源账”打
通梳理、通盘谋划，更好盘活
资源， 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
助力共同富裕。 机制活，路子
宽。 从系统规划、资源统筹等
方面推出务实举措， 加强机
制、业态、模式等改革创新，
方能推动文旅发展实现更广
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
融合。

文旅增色，还需更加注重
惠及群众。 径山镇的干部说得
真切：“我们因地制宜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就是要让乡景
有看头、游客能点头，更要让
村民有赚头、 乡村发展有奔
头。 ”发展文旅，既是打造幸福
产业，又是做大民生产业。 借
助文旅，有的地方做大乡村产
业， 有的地方改善人居环境，
有的地方丰富当地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举措不一而
足，目标殊途同归：聚焦群众
的美好生活需要，增进民生福
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文旅
融合就能更好富民惠民乐民，
彰显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价值旨归。

文旅深度融合， 机遇无
限，潜力巨大。 进一步优化产
品和服务供给， 不断为产业
赋能、为环境增美，更好壮大
人文经济、创造高品质生活，
定能描绘文化美、旅游旺、百
姓富的新画卷。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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