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让人安心的老电话
长沙娭毑坚持免费提供电话座机服务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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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天翔 武华康 长沙报道

1995年，长沙市天心区的孙美华在自己家里安装了一
部电话座机。2012年，她把座机放在了自己的便利店里。
30年来，她坚持免费给高龄老人和学生使用自家的座机打
电话。即便通讯技术日新月异，老式座机换了一部又一
部，但孙美华没有想过拆掉它。

“我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我”
为何孙美华还在坚持使用座机？
6月30日，孙美华告诉记者，她今年60岁，“30年前我

在家里装了一部座机，那时电话还没普及，许多人家里都
没有电话，所以当时有许多邻居来我们家借”。孙美华表
示，当时就有人问自己为什么不收费，“因为都是邻居，你
怎么好意思去收钱？人家就算给钱，我也不能收”。

在2012年的时候，孙美华开了一家便利店，她也把自
家的座机搬到了店里。“这个时候基本年轻人都有自己的
手机了，但是很多老人没有，他们也不会用。很多学生学
校里也不允许带手机。”渐渐地，来孙美华这里打电话的主
要人群变成了老人与学生。“这些年来偶尔会有路过的人
手机没电了，也来借座机打电话。”同时孙美华认为，自己
多年无偿借座机给邻居们打电话，也让自己的小店生意变
好了，“我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我。不少邻居家里要买东
西，也都会到我这里来”。

“这个电话座机就像一个坐标”
谈及这些年来，她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孙美华表示，

“前几年的时候，通信运营商总是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座机
停了，停了之后我又立马跑过去开通。那几年反反复复搞
了好几次”。孙美华询问后才知道，原来是用座机的人太
少了，所以总是被停用，“后面我和他们说，我这座机必须
要保留下来”。孙美华表示，这几年来店里的座机总是一
年一换，谈及原因，“有些老人家不会用手机，没见过座机
的孩子们也喜欢拿着玩，这样就容易搞坏”。所以每次购
买座机，“基本上一次买好几部”。

除了无偿借座机电话，孙美华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帮助
邻里，更在2022年8月被评为“湖南好人”，“我们邻居的钥
匙也常在我这里保管，最长的有20多年了”。孙美华说。

“这个电话座机就像一个坐标，孩子们打这个电话，父
母就知道他们要到家了；老人们打这个电话，子女们就知
道老人想他们了。”孙美华这样形容自己的座机。

前不久，G7566次列车乘警在巡视车
厢时，听到旅客葛女士在电话中反复提及
账号、密码、大额资金等关键词，便立即上
前制止葛女士继续通话，并询问具体情
况。乘警介绍称，葛女士接到自称淘宝商
家的电话，对方准确说出其个人信息及购
物记录，以商品损坏需要“高额理赔”为
由，诱导她打开网址链接填写关键信息。

乘警迅速安抚葛女士情绪，要求其暂
停一切手机操作，并仔细确认她尚未在不明
网址输入银行卡号和密码等关键信息，银行
卡内的100多万元资金暂无异常转出。

乘警介绍，葛女士遇到的正是冒充电
商、快递理赔类诈骗。在网购中遇到物流
延迟、包裹滞留本是常见现象，却被不法分
子利用物流异常、用户急于解决的心理，以
虚假理赔为诱饵，骗取个人信息实施盗刷。

还有的诈骗分子，冒充平台客服，以

协助关闭付费服务为由实施诈骗。今年
年初，K980次列车乘警接到乘务员报告，
9 车厢连接处有一名旅客王女士疑似遭
遇电信网络诈骗，乘警立刻赶往现场，发
现王女士正在按电话提示进行手机银行
操作，被乘警及时制止。

王女士告诉乘警，其手机收到一条短
信，告知其在某小说平台充值会员成功，
每月在其银行卡内扣费 800元，一年扣费
9600元。王女士回复取消及退订等内容
无果后，便拨打短信内提示的客服电话。
客服让其下载安装一款名为“某客服”的
手机软件，在软件内通过语音指导其在手
机银行App平台进行操作。

在确认银行卡内资金安全后，乘警再
次向旅客王女士进行了预防电信网络诈
骗相关知识的宣传，并指导其在手机内下
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App。

一辆自行车骑回张家界

本报长沙讯 近日，湖南农业大学一年级学
生李思聪在暑期放假后，做了一件让室友和网友
都感到惊讶的事——他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昼
夜不停，耗时一天一夜，完成了从长沙到张家界
254公里的返家路程。

6月30日，记者联系到李思聪。对于自己骑行
回家引发广泛关注，他感到十分意外。“我觉得这
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并不值得报道。”李思聪腼腆
地表示。

他介绍，这辆自行车是他上大学后用攒的钱
买的二手车，“很早之前就想买一辆车了”。谈及
这次骑行，李思聪说中途并未停歇休息，“当时想
着既然开始了，就不能随便放弃，至少要骑到爸妈
能接到我的地方。”

“我之前也经常骑，当时回来之后，虽然身上隐
隐作痛，但是这两天已经不怎么疼了。”李思聪说。

李思聪表示，他暑假打算去打工赚些外快，目
的是给心爱的自行车添置些新装备。“也打算骑回
长沙，因为我暑假准备打工买些想要的东西，再把
车带回来。” 记者黄康睿

本报长沙讯 在益阳市赫山区沧
水铺镇砂子岭村，有一位年逾古稀且身
患疾病多年的老人唐克明，两次挽救
了同一个女孩的生命。6月 30日，记者
拨通了唐克明的电话，了解他的救人
故事。

唐克明曾是一名军人，退役后的他
又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家人心中他是
一个顶梁柱，在邻里眼中他是一个“热
心肠”。2024年 7月 17日下午，正在自
家厨房做晚饭的唐克明，突然听到外面
传来呼喊，一开始，他以为是周围小孩
叫着玩的，但接着又传来几声急促的救
命声后，他发现不对，立刻来到屋外，看
到了家门口的山塘里有一辆红色小轿
车扎进了水里，还在下沉，只露出一小
截车尾。唐克明隐约看到了车内被困
的女子是同村的徐灿，头被玻璃窗卡住
了。见此，唐克明迅速回家取出锤子，
跳入池塘，砸开玻璃，最终徐灿成功被
救上岸。

其实，这已经是唐克明第二次从水

中救出徐灿。第一次是在二十多年前，
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徐灿放学后，在塘边
玩水时不小心滑了下去。千钧一发之
际，也是唐克明跳下水把她救上岸。事
情发生后，唐克明担心年幼的徐灿回家
被父母骂，便没有告知其父母，只是提
醒她以后别自己去玩水。

当被问及两次救援的不同感受时，
他说：“第一次的时候很平淡，但是第二
次自己都感到害怕了。”年逾古稀，唐克
明无论是年龄还是身体状态，都已经大
不如前。再加上第二次是连人带车一
起掉入池塘，救援难度要远远大于第一
次。但是“不管难度有多大，我都会尽
全力把她救上来”。

“去年过年的时候，徐灿还带着丈
夫和孩子一起来给我拜年。”唐克明表
示，在跳下水的那一刻，他脑子里想的
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当大家需要他
的时候，他就义无反顾地去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记者邓舒文 实习生侯宝睿

据央视 近日，85岁的李女士的手机
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银行账户里的养老
钱险些被转走。好在民警及时取出电话
卡，从诈骗分子手中抢回了对手机的控制
权，保住了李女士的养老钱。

“屏幕共享”陷阱：老人手机被控制

骗子是利用什么手段远程操控别人
的手机的？

李女士介绍，被骗当天下午，她接到
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某短视频平台的客
服。“说你欠费 800块钱，今天是交钱的最
后一天，要不交就扣钱。我说我根本不是
会员，你找错人了。对方又说没找错，然
后报出了我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
李女士说。

听到对方准确说出了自己的多个信
息，李女士觉得有可能是自己误开了会
员。这时对方告诉她，如果现在取消会
员，就不会被扣费了。

在对方的诱导下，李女士下载了所谓
的用于取消会员的软件，并根据对方的指
示进行操作。在这期间，她浑然不觉自己
的手机已被对方远程控制。

“我说操作不了，他说你找一块镜子，对
着镜子，他就能看见手机屏幕的内容了。后
来我一想肯定是有问题，哪有这样的
客服。”李女士回忆道。

此时李女士的手机已经无法
操作，感觉到事情不对的她，赶紧
用家中的座机拨打了 110 报警电
话，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
现场。

派出所民警介绍，当时李女士
的手机一直处于黑屏的状态，上面
还有一些会议进行中之类的话语，
指纹识别以及强制关机等操作，均
没有办法把手机停止控制，直到用
曲别针把手机卡取出来后，手机才
恢复了操作。

诱骗照镜子，实为获取人脸信息

骗子为何会让李女士照镜子？
民警介绍，当嫌疑人通过涉诈App共

享了当事人的手机屏幕，获取到密码，验
证码等信息后，接下来就会想方设法把她
银行账户里的资金转出，此时就需要用到
手机银行。但是手机银行首次登录时，都
需要人脸识别来验证身份。民警分析，嫌
疑人诱导李女士去照镜子其实是一个障
眼法，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她的人脸
信息。

民警帮助李女士检查手机发现，不仅
被安装了具有屏幕共享功能和远程锁屏
功能的涉诈软件，还被远程下载了多个手
机银行。

民警告诉记者，与正规应用商店下载
的会议软件不同，诈骗分子研发并诱导受
害人下载的涉诈 App，由于带有木马病
毒，当事人一旦下载，除了手机屏幕会被
一览无遗之外，手机的控制权还将被对方
远程接管，从而导致手机黑屏无法操作。

民警提示，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一
定要拔掉手机的SIM卡，关掉家中的路由
器，并及时冻结银行卡、修改银行密码，查
杀木马病毒，从而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三看 】 时隔二十多年
他两度水中救起同一人

唐克明获评“湖南好人”。图/受访者提供

李思聪的骑行记录。图/受访者提供

老人在孙美华店里借座机打电话。图/受访者提供

暑运谨防“理赔”来电
乘警列车上紧急制止诈骗

“屏幕共享”小心积蓄被转走

据央视 暑 运
即将来临，铁路即将
迎 来 出 行 客 流 高
峰。在出行中，车站
和列车上是反诈的
重点区域。使用手
机打发时间时，如果
接到陌生来电和短信
链接，要做到不轻信、
不点击，时刻防范电
信诈骗。近日，铁路
公安民警就在工作
中及时发现并制止
了多起电信诈骗。

据民警介绍，王女士遇到的是冒充平
台客服类的电信诈骗，在近期较为多发。
在此类骗局中，诈骗分子会使用哪些话
术，遇到此类诈骗又该如何处理？

“关闭自动扣费”“关闭免密支付”“关
闭会员服务”，这些都是这类骗局中犯罪嫌
疑人常用的说辞，为了让说法更有可信性，
他们往往会自称是官方客服。而在此类诈
骗中，中老年人又是最常见的被骗群体。

“一些中老年人接触互联网的时间较
短，对智能手机和付费软件的订阅等操作
不太熟悉。诈骗分子利用中老年群体对

‘官方’的信任，冒充所谓的‘平台官方客
服’或者‘公检法人员’等实施诈骗。”南京
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徐煜说。

在此类诈骗中，诈骗分子首先给自己
编造一个平台客服的“官方身份”，骗取被
害人信任。随后，诈骗分子会以协助办理
业务退订、身份认证等理由，要求被害人
下载与官方App相同的图标和近似名称
的手机软件进行操作，极具迷惑性。由于
这些软件都是诈骗分子自己研发的，通常
带有木马病毒，使用后会自动获取被害人
手机权限，能够达到屏幕共享和远程控制
手机的目的，从而进行转账、盗刷等操作。

民警提醒，遇到陌生“客服”来电，并
伴有下载远程协助、远程认证等陌生软件
等指令，一定要高度警惕。如果发现自己
的手机频繁黑屏，或者失去控制，应及时
将手机拔卡断网，避免损失。

乘车期间遭遇电信诈骗，乘警紧急制止

遇到“客服”不轻信、不下载

乘警迅速安抚葛女士情绪，并要求其暂停手机操作。图/央视新闻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