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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里恋上女主播
不料背后藏着诈骗团伙

本报讯 每日刷刷抖音，不时发个小
视频，已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日常。随着
短视频软件吸引大量用户使用，一些不
法分子也开始混迹其中，引诱网友落入
陷阱。近日，长江路派出所破获了一起
以抖音交友实施诈骗的案件。

市民孙先生平时喜欢刷抖音，几个
月前他刷直播时关注了一名女主播“小
静”。“小静”在屏幕上留言，如果哪位网
友肯充值一定数额，就能加自己的微信
私聊。孙先生就在直播间里充值，与“小
静”加为了微信好友。两人经常微信聊
天，孙先生渐渐地对“小静”产生好感，谈
起了网恋。一方面他在直播间里给“小
静”刷了大量礼物，另一方面当“小静”在
微信上以生活费、弟弟结婚、信用卡还
款、姑父生病等理由借钱时，孙先生总是
慷慨解囊。然而每当孙先生提出要与

“小静”视频聊天，“小静”总推说自己天
天上直播太累了，私下里不喜欢视频语
音聊天，就喜欢打打字。并且表示不确
定孙先生是不是花心男，想“考察”一段
时间。孙先生不疑有他，满心期待这场
网恋能在现实中开花结果，可后来他提
出见面时，“小静”突然失去了联系。孙
先生这才发现，这段时间以来他已陆续
给“小静”转账40余笔总计17万余元。
意识到被骗的他报了案。

通过侦查，警方在江西抓获了陈某、
刘某等嫌疑人。原来“小静”背后有一个
诈骗公司，陈某负责公司运营，专门打造
女主播。网友以为看了直播便是眼见为
实，其实添加的女主播微信号是公司的工
作号，添加后并不是女主播本人在与网友
聊天，而是男性嫌疑人冒充女主播以恋
爱、结婚等名义来拉近双方关系。利用抖
音平台搭讪男性，嫌疑人借机以各种理由
向受害人借款实施诈骗。嫌疑人已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民警提醒，网上刷视频也要小心，如果在
网络交友过程中遇到对方提出需要钱，务
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小任）

本报讯（晚报记者 何小兵）苏东
坡在宜兴买田置业以及“焚契还宅”
发生地的确切地址又有新发现了。
昨天上午，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会
员、宜兴地方掌故研究人士吴淦华证
实，确切地址为“永定里之南村”，这
是他日前在《新庄邵氏宗谱》（卷一）
当中发现的。

吴淦华介绍，苏东坡晚年曾在宜
兴的余境、闸口一带置宅，后又“焚契
还宅”。其中，宜兴闸口的天远堂主
人邵民瞻与之密切相关。《新庄邵氏
宗谱》（卷一）记载：苏墅，在万金乡今
永定里之南村也。东坡初至，宜兴人
以其犯党禁未敢与之游，民瞻公一见
若旧识，特为置宅一区，直五百緍，苏
将挈家而居。月下散步，闻老妪哭，
甚哀。问之答曰：“吾家居此，相传百
年，今子不孝，售此宅於苏学士矣。”
苏闻之即为焚其券不取值。与民瞻
公谋重迁于滆湖之塘头村前置宅。
高公之义至今犹称苏墅（如 图 所
示）。此外，吴淦华还从《邵氏宗谱》
（卷一）“逸普序”中发现，苏东坡在宜
兴置宅时间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为宋徽宗赵佶元年，已是大文豪
东坡人生中的最后一年。

苏东坡曾10多次来到宜兴，遍
览宜兴的山山水水，写下大量与宜兴
有关的散文和诗词，留下许多墨迹。
宜兴文史资料《苏轼与宜兴》中记载，
宜兴楝树港有一株树高丈余、树冠最
大直径达8米的千年海棠，这棵海棠
是苏东坡1083年到宜兴探访同榜学
友时亲手栽下的。位于宜兴丁蜀镇
蜀山南麓的东坡书院面南背北而筑，
环境清幽，是苏东坡当年任常州知府
时在蜀山南麓买地修建的书院。此
外，苏东坡热爱宜兴山水，还曾在宜
兴滆湖南岸、张渚镇黄墅村等地买田
置业。如今，宜兴蜀山脚下的东坡书
院文风荡漾，东坡书院内第二进屋朝
南的墙门上，留有周家楣手书的“东
坡买田处”匾额。宜兴人周家楣在清
代光绪四年（1878年）任顺天府尹，
同时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眼下，作为今年紫禁城建成600
周年系列展览之一，9月1日至10月
30日，“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
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在北京故宫
博物院文华殿展出，这是历史上第一
次在故宫举办以东坡为名的展览。
在无锡宜兴，投资体量巨大的雅达阳
羡溪山泛文旅项目，主体文化创意包

含苏东坡的名句“买田阳羡吾将老，
从初只为溪山好”的情怀，作为“点睛
之笔”，矗立在阳羡溪山的东坡阁造
价达到3000万元，东坡阁是以宋代
风格为特色的阁楼建筑，登临东坡阁
可饱览宜南山区阳羡溪山秀色，碧波
荡漾的阳羡湖、远村炊烟、苍茫竹海
等江南美景尽收眼底。

“苏东坡在宜兴买田置业，版本
也是有好几个的。”宜兴历史文化研
究专家宗伟方介绍，苏东坡在手札中
提及宜兴买田置业事宜，包括买田和
置业两部分，买田有“许墓山下”和

“阳羡深山中”两个方位指代，置业即
买宅，苏东坡明确了“买宅宜兴大溪
边”。

今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滨湖区河埒街道残疾人之家

“博爱家园”暂停开放，习惯了在
这里生活的残友们都心心念念着
一位老师——河埒街道北桥社区
的陈湘文。此前每周一上午，“红
歌老师”陈湘文都会准时出现在

“博爱家园”，义务教唱红歌，十年
来风雨无阻。

陈湘文今年已79岁，是一名
老党员。1998年，酷爱唱歌的她
牵头组织成立了北桥社区夕阳红
歌队。2010年3月，她来到河埒
街道残疾人之家当起志愿者，教
残疾人唱红歌，一教就是十年。

街道残疾人之家门前的小广
场上，20多名有智力障碍或精神
障碍的残友穿戴整齐端坐着，表
情兴奋而又紧张，准备开始他们
一年一度的演出，这是每年“全国
助残日”都会出现的场景。每一
年，陈湘文都会带领夕阳红文艺
演出队与博爱家园携手举办残疾
人艺术汇演，与残友们同台表
演。《中国功夫》《永远是朋友》等
节目依次上演，一开一合的功夫
扇、响亮清晰的歌声……展现出
了属于他们的自信和快乐。

这些看似简单的节目，由这
些多数有智力缺陷甚至连话都说
不连贯的残疾人表演出来，可不
是一件容易事。如何才能教会他
们唱歌呢？陈湘文想了很多办
法，费了很多心思。她先从简单
易懂的歌曲教起，《世上只有妈妈
好》是她教唱的第一首歌，连续教
唱了好几个星期，重复了无数遍
后，残友们才学会。尽管这些学
生学习能力有限、接受起来很慢，
可陈湘文从没放弃。

通过一字一句地悉心教唱，
迄今残友们已学会了超过60首
歌，陈湘文见证了残友们的成
长。而那一口一声真挚呼唤的

“陈老师”，也饱含了残友们对她
的喜爱和感激。在陈湘文影响
下，夕阳红合唱队、社区腰鼓队、
武术队的成员也陆续加入了志愿
者队伍，打腰鼓、练功夫扇……残
友们的“课程表”越排越满。

随着年龄渐长，陈湘文的健
康出现了一些问题，她在口袋中
随时备着药，还是坚持给残友们
上课。家人有时不理解，劝她在
家好好休养，不要去上课了。可
陈湘文始终放不下这群孩子。有
一天下着大雨，陈湘文照常来到
残疾人之家，本以为没多少人来，
结果一个都没少，都在等着唱
歌。“下这么大雨，你们实在不方
便的就不要来了啊”，陈湘文对残
友们说。其中一名残友的父亲指
着孩子对陈湘文说：“本来我要上
班，没空送他来，可他不听劝，说
爬也要爬来跟你学唱歌，拉都拉

不住啊！”
2014年，陈湘文获得了“最

美滨湖人”的称号；2015年她被
推选为“社区公益人物”“社区好
人”。面对这些荣誉，陈湘文直说
没什么，做这些事情是应该的。
她勤恳付出、不求回报，用无私的
爱浇灌着残友们心中的希望之
花。 （潘凡/文 社区供图）

本报和阿里集团联合全国36
家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最美
家乡人”评选。今年“最美家乡
人”评选将关注点聚焦于“守护
者”寻找到各行各业、各年龄层的
普通百姓故事，他们可能守护的
是亲人、朋友、战友、同学，甚至是
陌生人。您可以致电本报热线电
话0510-88300000，或者＠江南晚
报微信公众号留言，自荐或推荐
身边的最美家乡人，也可以关注

“天天正能量”公众号、微博、抖音
等进行推荐，参与微博话题#最美
家乡人#互动并提供线索。

这位大文豪与阳羡山水感情太深了：

苏东坡在宜兴买田置业一事有了新发现

她用十年深情
浇灌残疾人的希望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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