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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观展

本报讯（记者 庄文剑）网络
金融投资需谨慎。12 月 29 日，漳
州市反诈骗中心接到一起警情：
家住芗城区的黄先生称其陷入
网络金融投资陷阱，被骗 5万元。

据黄某介绍，今年 10 月份，
他在家中玩手机时，突然微信有
个陌生人将其拉入一个名为“众
志成城 A128”的微信群。黄某发
现 这 是 一 个 股 票 群 ，群 里 各 位

“老师”自称股票资深玩家，有着
丰富的买股操作经验，他们在群
里直播讲授如何察看股市行情、
如何买股、如何操盘。今年 48 岁
的黄某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手头
上刚好有些闲钱，在观看直播后
萌 生 了 投 资 理 财 的 想 法 。刚 开
始，黄某小心翼翼，在一旁观望。
当看到群里许多人轻松赚钱，黄
某卸下防备之心，决定小试牛刀。
今年 12月，该微信群管理员发来
一个二维码，让群里成员扫码下
载，并称在这个 APP 上操作可以
买到新股，黄某心想投资机会来
了，便通过扫码下载了一款名为

“ 新 华 鑫 弘 ”的 APP。黄 某 想 在
APP上充值 5万元认购新股，但应
群管理员要求，黄某需向其转账
方可充值，黄某便于 12月 17日通
过手机网银向对方工行账号转账
5万元。12月 27日，黄某满怀期待

登录该 APP，不料却发现该 APP
无法打开，此前加入的微信群也
早已解散。这时，黄某恍然大悟，
意识上当受骗，遂报警求助。

据漳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
介绍，今年来，网络金融投资理
财诈骗呈高发趋势，不法分子诈
骗手段形式多样、层出不穷，而
且诈骗手法具有隐秘性，以致受
害人反应比较迟，报警追款时间
延 长 。此 类 诈 骗 受 害 人 主 要 以
25-45 岁为主，他们一般有一定
的社会经验、地位和经济实力，
手 头 有 闲 钱 ，投 资 愿 望 比 较 强
烈，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他们盲目
自信、对网络投资风险意识薄弱
的特点进行诈骗。

反诈骗中心提醒：许多不法
分子精心布下骗局，以网络炒股
炒汇、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为
由引导受害人脱离正规平台进
行操作。大家在金融交易过程中
应擦亮眼睛，明辨真伪。炒股炒
汇要通过上交所、深交所等国家
允许的交易平台进行，绝不可听
信微信、QQ 特别是“炒股群”中
陌生网友的言辞，所谓炒股炒汇
的导师、APP、官方群、群成员都
是 假 的 。凡 是 通 过 微 信 、QQ、
APP 向您介绍炒股炒汇，推荐您
投资理财的，都是诈骗！

“来钱”最快 骗你最狠
一男子落入网络投资陷阱，5万元打水漂

12 月 26 日清晨 6 点多，天刚蒙蒙
亮，龙文区田丰社区联丰浩苑小区的
广场上，陆陆续续来了一群孩子。他们
身着运动服，开始摩拳擦掌，做着热身
动作。“举高一点，慢一点，再张开一点
……”7 点，随着师傅苏圳勇的一声哨
响，孩子们排好队，开始跟着师傅打
拳。拳打、脚踢、跳跃……孩子们的动
作算不上整齐，但一招一式都很专注。

这十几个孩子中，最小的 6 岁，最
大的 13岁，身高从 1.1米到 1.7米不等，
大都住在本小区或附近小区。他们练
的是何阳拳，有的孩子已经练了好几
次，有的才第一次。此前，他们中的大
多人都不知道，田丰社区（田丰村）的
何阳拳很有名。

“我们在社区走访调研时发现，田
丰村的何阳拳是省级非遗项目，但现
在练的人少了，我们就想着应该做点
事。”致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小张
说，他们就此拜访了何阳拳市级非遗
传承人郑木春，进一步了解田丰村武
术传承的现状及困境。于是，组织孩子
们练武的想法开始酝酿。

社工的想法得到田丰社区居民委
员会、田丰武术协会的支持。经过前期
的调研策划后，“非遗何阳拳，益聚新
田丰”——以武健身活动于本月中旬
正式开展，旨在动员社区青少年参与
日常锻炼，培养青少年积极健身的习
惯，并让何阳拳得到传承。“我们在社

区发布招募令，让孩子们自己报名，然
后组织周六、周日一周两次的练武，由
郑木春及村里的其他资深师傅公益教
授。”社工小张说。

在招募活动发布的第三周，报名
人数便达到了十几个，每次都有新成
员加入，这让郑木春师傅看到了希望。

“我们这门传统武术从祖上传下来已
经有 160多年，按照祖规，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但随着时代发展，练的人
越来越少，我们打破规矩，现在只要有
人来练，我们就欢迎。”郑木春说，他作
为传承人，有责任和义务去引导、教授
更多的人来学习何阳拳。

“每次教孩子们打拳的时候，我都
会想起小时候练武的场景，那时满村
都是师傅 ，随 时 随 地 都 能 和 小 伙 伴

‘过两招’。”郑木春感慨，现在村里会
何阳拳的年轻人，大约有三四十个，
但到了十至十几岁的青少年这一辈，
学何阳拳的就寥寥无几了。“现在不
少孩子沉迷手机、游戏，缺乏体育锻
炼 ，更 别 说 接 触 这 种 传 统 武 术 项 目
了。”如何吸引孩子们练何阳拳，之前
郑木春动了不少脑筋，可是收效不理
想，“组织过户外活动、夏令营等，但都
没坚持下去。”

此次为了激发孩子们长久的积极
性，不再半途而废，“非遗何阳拳，益聚
新田丰”活动采取奖励机制。“每个月
采取两次奖励，为坚持锻炼和进步较

大的孩子们发奖牌及其他小礼品。同
时也做好跟踪，比如来了几次后没有
坚持的，我们会和家长联系，了解原
因，做好沟通。”社工小张说。

“我一定会让孩子坚持练的，长期
练武，身体素质和意志都会加强。现在
家长都花钱让孩子去上体育培训班，
咱这个是公益项目，不仅不花钱，还在
家门口练，真是太好了！”田丰社区居

民苏阿秀说，11岁的儿子练了两次后，
就喜欢上了，也因为周末要早起练武，
生活作息变得更规律。

师傅苏圳勇说，因为练武讲武德，
注重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也会对孩
子们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招募活动
还在继续，他希望更多的孩子加入到
练武的行列中来。

☉本报记者 周杨宁 文/图

近日，在社工的引导下，龙文区的一些孩子“兴趣”加盟练起何阳拳。资深老师亲手传授、公益性
教学，让孩子开心、家长点赞。此举也为何阳拳非遗项目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招式”接地气 才能显魅力

本报讯（谢 汉 杰 陈 洁 文/图）12 月 30
日 ，东 山 县 前 楼 镇 岱 南 小 学 的 一 群 学 生 ，穿
着整齐的校服，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举着少先
队旗，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岱南村“惠泽井”，
聆听前楼镇退休干部协会会长、党支部书记林
永坤讲述 1963年谷文昌带领干部群众在干枯的
池塘里开井抗旱，解决人畜饮用水难题，获取农
业丰收的感人故事(如图)。

“饮水思源。当年‘谷公’不让一个岱南村村
民饿肚子。如今，看见‘惠泽井’，我们更念‘谷
公’情！”家住岱南村、现年 81岁的谷文昌精神宣

讲员林永坤说，1962 年至 1963 年间，历来缺水
易旱的东山岛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
1963年 7月 2日，谷文昌带着工作队来到岱南大
队蹲点，带领群众，采取在水库底打大井、池潭
中挖套井，取水培育番薯苗，大种半冬番薯等做
法，一个多月中全村共挖了 46口大水井，有效地
提高抗旱能力。

近年来，前楼镇和岱南村积极挖掘谷文昌
当年工作、生活和劳动过的红色资源，建立“惠
泽居”“惠泽井”“惠泽河”三个谷文昌精神教育
基地。

聆听好故事 井前忆“谷公”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 通讯员

谢锋漳 李袁辉）行程 100公里、途
经 15 个村庄、发放防火宣传单
500 余份、教育群众多达 1000 人
……这是 12 月 28 日漳州市森林
消防大队六中队在漳浦县防火
执勤交出的答卷。

漳浦县县域总面积 2146.22
平方千米，林地面积 11.97 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高达 55%。年关将
至，人流量加大，加之天气干燥，
给当地冬季森林防火工作带来

严峻考验。漳州市森林消防大队
六中队采取走街入户宣传教育、
在人流集中区域发放防火宣传
单的方式，宣传森林防火常识、
普及法律知识，并通过广播播放
森林防火有关规定和要求，使森
林防火知识传遍大街小巷。

目前，防火执勤已成为漳州
市森林消防大队的工作常态，单
是“进入林区，禁止携带火源”的
提醒，执勤期间他们便要重复近
千次。

森林防火无小事
宣传到位筑平安

非遗传承人指导孩子练习何阳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