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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阳的所作所为也
成为榜样，感染了家庭成
员。2014年，儿子史冬铭在
泉州市区涂门街见有路人
手机被抢，不顾个人安危，
孤身追上并制服劫匪。史
冬铭被评为市级见义勇为
模范，并获市“五一劳动奖
章”“五四青年奖章”，他主

动将这些荣誉所得的奖金
全部捐出用于帮助贫困山
区的小学生。

史玉阳的家庭很普通，
但他们却热心公益。1991
年，锦美村委会筹建篮球场
和幼儿园，史玉阳一次性捐
出数千元。2008年汶川大
地震时，他将当月工资悉数

捐出。2018 年、2019 年重
阳节，他自行购买花生油、
大米，在江南街道锦美社区
干部带领下入户慰问社区
90 多岁的老人；2020 年 1
月，他到永春壶永村走访慰
问10户特困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史玉阳更是发动家族募

捐 6万余元，用于支援湖北
购买口罩，同时向泉州市凌
霄中学、安溪白濑中学、安
溪剑斗中心小学等捐赠口
罩共计1万余只。

史玉阳的母亲吴淑惠、
妻子吴平虽然文化程度都
不高，却全力支持史玉阳见
义勇为、热心公益的善举。

他见义勇为 入围“中国好人榜”
泉州鲤城区江南街道锦美社区的史玉阳，多次帮助身陷险境之人，欢迎市民朋友

为其点赞投票

好人力量

13岁的小明（化名）是
市区一名初中生，7 日那
天，小明在短视频看到一个

“红包返利”活动，上面写着
只要进入活动链接发送一
定金额的微信红包，就可收
到“返利”。该活动有 5个
项目，前 3项所需金额都不
高，小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进入链接，先发送了一个
10 元的微信红包，很快就
收到一个 18 元的“返利红
包”。

在前 3个项目中，小明

都得到了金额较低的“返利
红包”，尝到“甜头”后，小明
又进入了第四个要 100 元
的项目链接，但这次发了之
后并没有得到“返利红包”，
他以为是有延迟。第五个
项目链接需要发 520 元红
包，承诺的返利金额也相对
更高，小明为了赚更多钱，
便按要求发了 520 元红包
过去，结果最后不但没再收
到“返利红包”，连短视频都
无法观看了。此时，小明才
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住在泉州市区的大二
女生小陈报警称，4 日上
午，她在 QQ 上看到广告
声称有“红包返利”活动，
发 10 元返还 20 元、发 88
元返还 888 元。她扫描二
维码加入返利 QQ 群，在
群里，小陈先发了 10 元尝
试，对方果真返还了 20
元 。 此 后 ，客 服 人 员 以

“先付费再领红包”以及交
“缴纳金”为由，让小陈扫描
群里的付款二维码，后跳转
到微信支付。最后，小陈被

骗走1470元。
无独有偶，19 岁的小

珠在学校宿舍里看到兼职
QQ 群里有人发布返利活
动，活动内容为发 100元红
包返 200 元、发 200 元返
400元，以此类推。小珠添
加对方微信号后，向对方
微信发红包 100元，对方返
还 200 元。眼看有这么好
的事情，小珠又分数次通
过微信、QQ 向对方发了
1000 元的红包，但对方均
未返还。

发微信红包就返利？天上不会掉馅饼！
不少泉州学生掉“坑”里，被骗了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提醒，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不要轻信“高额返利”“以一返十”等骗局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文/图） “快救救我的同
伴，她的脚被捕兽夹夹住
了！”近日，在泉州泉港樟脚
村深山里，老人陈阿婆在采
草药时被捕兽夹夹住脚，疼
痛难忍，无法动弹，同伴立
即报警求助。泉港区涂岭
派出所接警后，立即前往山
上搜救，最终将这枚“难缠”
的捕兽夹从陈阿婆脚上安
全取下。

民警沿着山路一边寻
找，一边大声呼喊，但报警
人的回应声却迟迟没有出
现。周边许多听到呼喊声
的村民也一同加入到找人
的队伍中，救助的力量渐
渐充实起来。功夫不负有
心人，经过近 40分钟的努
力，终于成功找到受伤的
陈阿婆。此时，老人脸色
苍白地瘫坐在地上，痛得
不停呻吟。

民警见到，夹在陈阿
婆脚上的是一枚生锈的老
旧捕兽夹，犹如一张虎口将
陈阿婆的半个右脚板死死
咬住。捕兽夹上有凹口，由
螺纹钢筋和铁板组成，如果
操作不当极有可能造成二
次伤害。经过仔细观察和

细心操作，在现场群众的协
助下，20分钟后，民警终将
这枚“难缠”的捕兽夹从陈
阿婆的脚上安全取下，现场
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只是上山采点药，
想不到遇到这种事，我以
为自己能把捕兽夹掰开，
可谁知越弄越疼。给你
们添麻烦啦，还好你们来
了，要不然真不知道该怎
么办……”陈阿婆懊悔地
说。最终，陈阿婆被送往
就近医院救治，由于送治
及时，目前已无大碍。

七旬阿婆踩中捕兽夹
民警深山搜救终取下

关注暑期安全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通讯员 康钰缓 文/图

今年51岁的史玉阳，是泉州鲤城区江南
街道锦美社区居民，此次入围7月“中国好人
榜”，成为“见义勇为”类别候选人。目前，“中
国好人榜”7 月网络点赞评议正在火热进行
中，欢迎市民朋友前往投票支持。

史玉阳是一名普通驾驶
员，自小就有一副侠义心肠，
常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他的第一次见义勇
为，发生在 1997年 10月 28
日。那天夜里，他下班后，
和同村小伙子在草丛中发
现了身受重伤、摩托车被抢
走的摩的司机黄文庆。两
人一边报警求助，一边折回
家开车并带上防身的双节

棍，很快控制住一名劫匪，
交给民警。

这只是史玉阳见义勇
为的开始，之后的二十多年
里，他又多次挺身而出。在
晋江磁灶路遇两人抢包，他
毫不犹豫上前制止；在池亭
村附近小巷追赶抢自行车
的抢劫犯……

2016 年 7 月 25 日晚，
史玉阳途经打锡街，看见一

名光膀男子猛力殴打身旁
的女子和孩子，他见状赶忙
上前劝告，没想到光膀男子
将他连人带车推倒在地用
脚猛踹，正当史玉阳挣扎着
想爬起来继续制止时，光膀
男子失去理智般地将他一
顿猛打。那次见义勇为后，
他被鉴定为九级伤残，还留
下了一些后遗症，一到刮风
下雨头就会很痛。

近二十年来，史玉阳曾
多次帮助身陷险境之人，先
后两次获评鲤城区“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他十分热心
公益事业，扶贫助困、捐资
助学，曾获“感动福建”十大
人物提名奖，入选“福建省
好人榜”，并获得泉州市人
大“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
和家人被评为 2020年度福
建省“最美家庭”。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他多次帮身陷险境之人

成为榜样感染家庭 全家见义勇为捐钱捐物

如果有陌生人让你给他发一个微信红包，他再返还一个
钱更多的红包给你，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你会信吗？泉州
有一些市民真的信了，被骗了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昨日，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发出紧急预警，暑假才刚开始，泉州陆续
发生了20余起“红包返利”骗局，而被骗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
涉世未深的学生，请大家小心。

N海都记者 黄晓燕
通讯员 白炯昕

“这种微信红包诈骗警
情在假期高发。”泉州市反诈
骗中心相关负责人分析，“红
包返利”是近年来一种新型
的诈骗类型，诈骗方式一般
有三类，第一类是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红包返利”活动；
第二类是在兼职QQ、微信
群、短视频推送“红包返利”
的广告信息，骗子可能先返
还一两次小额红包，等受害
人较大额度转过去后就被拉
黑；第三类是陌生“女网友”
添加受害人微信，声称自己
遭遇了“感情伤害”，受害人
只要发红包给她，并帮她骂
该男子，她就会返还一个10
倍金额的红包，受害人一旦
发红包过去就被拉黑，无法
再联系到对方。

“红包返利”诈骗简单
粗暴，看起来像“天上掉馅

饼”，可信度极低，但诈骗分
子抓住了受害人贪小便宜
的心理，前期返还小利让受
害人“尝甜头”，后期诱使受
害人加大投入从而完成诈
骗。民警提醒市民，天下没
有免费的午餐，请不要被对
方所说的暴利所诱惑，更不
要轻信“高额返利”“以一返
十”等骗局。

正值暑假，学生接触网
络的时间增多，不少游戏充
值诈骗、微信红包返利诈
骗、网络兼职诈骗都是针
对学生进行的，学生的防
范意识也相对淡薄。家长
及学校都要加强相关方面
的教育，提醒其网络环境
复杂，增强学生的防骗意
识，切勿随意转账给陌生
人，对方要求转账或引导投
资时，更要提高警惕。

先尝小甜头 后吞大苦果

暑假上网时间多 千万别贪小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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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脚被捕兽夹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