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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师傅真热心！”75岁的独居老人徐
阿姨去年就发现，家里洗衣机的甩干机不
好用了，但因为不知故障在哪儿，她一直
凑合着用。几天前，她碰到邢玉林时，无
意间提及此事，邢玉林便上了心。徐阿姨
的老伴生前是该院的楼院长，一直为大伙
儿义务服务，感念他的付出，邢玉林立即
上楼将徐阿姨家的洗衣机从六层搬到“维
修间”。拆开一看，原来是电机出了故障，
需要更换。从网上找到配件后，邢玉林很
快修好了洗衣机。“邢师傅不光手艺好，人
品也没得说！”徐阿姨感慨地说。

“邢叔和我爸是同一辈，不光我爸有需
要找他，我有啥处理不了的也会找邢叔帮
忙，邢叔总是不计回报。我的电动车充电器
坏了，找邢叔；插座有故障了，找邢叔……”

提及邢玉林的帮助，李仕戈滔滔不绝。
该院共 78 户居民，绝大多数人都找

邢玉林修过家电。“他是个家电通，我们家
有什么东西坏了，都来找他。”“上次我家
的加湿器坏了，就是他帮我们修好的。”

“周围院的邻居听说邢师傅和张师傅热
心，也常常找过来！”听说记者来采访邢玉
林和张福明，邻居们纷纷主动“爆料”。

“人心换人心，我脑梗后，邻居也纷纷
帮忙和关照，特别让人感动！”邢玉林平时
的热心肠，在关键时刻，也换来了邻里的真
心以待。 记者 侯慧琴 文/摄

把义务当乐趣

热心老哥俩十余年为邻里修家电
“邢叔，我家电热水器坏了，您帮忙给看看？”7月13日，

文庙社区上官巷16号院的居民来求助。“放下吧，修好了告
诉你！”正在台灯下忙碌的邢玉林爽快地应承，一旁的张福
明顺手打开热水器检查故障。77岁的邢玉林、71岁的张福
明是一对热心的好邻里、好哥俩。10 多年来，他们义务为
邻居修理家电，不光不收维修费，小零件也常常自掏腰包，
对独居老人还提供上门维修服务。“看着大伙儿满意，我们
就高兴！”两位老人乐在其中。

走入上官巷 16号院，左侧一间
小平房里，邢玉林正拿着点焊机焊
接。面积五六平方米的小屋满满
当当，点焊机、热风机、热熔器、电
锤、角磨机等工具分门别类摆放。
打开柜子，生料带、螺丝、下水管道
配件、清洗剂等琳琅满目。

“这都是我的老伙计！”看着这
些工具和零件，邢玉林眼里放光。
邢玉林是铁路系统退休职工，在单
位时负责管理汽车队。他动手能
力很强，上班时，便常常动手维修
汽车。退休后，空闲时间多了，邻
居家插线板坏了、楼道灯不亮了，
他常常主动帮忙维修。一来二去，
成了大伙儿信赖的“维修达人”。

15 年前，张福明搬到该院居
住，同样热心的两人成了莫逆之
交，在义务维修的路上越走越热
闹。正巧院里有间空闲的小屋子，
两人便将这里当作居民的“维修
间”，谁有维修需求便直接过来。

两人有个“怪癖”，维修不光不
要钱，还常常倒贴零件钱。“5 块钱
以下的零件，我们就送给大家了，
没多少钱。”人高马大的邢玉林性
格很是豪爽。

刚开始，大家拿来维修的东西
还比较简单，雨伞、小闹钟、台灯，
但修着修着，大家送来的东西越来
越复杂——加湿器、全自动洗衣
机，甚至汽车。邢玉林发现，科技
发展迅猛，电器也更新迭代。很多
新电器打开后，复杂的电路板令人
咋舌。但这并未难住他，陌生的领
域令他格外兴奋，为了能跟上时
代，邢玉林买来各类维修书籍自学
电路知识。

渐渐的，邢玉林维修的专业能
力也在不断提升。

3年前，邢玉林得了脑梗，整整
3个月再未动过工具包。愈后 3个
月，当时正值院里维修暖气管道，
看着工作人员忙活，邢玉林一时技
痒，忍不住也上手帮忙。病后初
愈，大脑与手不如之前灵活。但邢
玉林并未就此放弃，一点点找往日
的感觉。慢慢的，每天长时间动手
操作，促进了手脑协调，他反而恢
复得更快。

如今，已经看不出他曾经得过
脑梗。而在此过程中，张福明作为
好搭档，一直鼓励和协助他，两个
人又开始“接活儿”。

维修当爱好 知识也“升级”

邻里争点赞

左为邢玉林，右为张福明。两人正在商量如何维修家电。

本报讯（记者 陈珊）“以前是老
头老太太教育我们吃饭别看手机，现
在全反过来了。”短视频的风靡，不仅
让年轻人乐此不疲，还收获了大量的

“银发低头族”。他们机不离手，信息
秒回，刷抖音、看头条，各类操作得心
应手。7月 16日，记者咨询了杏花岭
区法院冯建军法官，他表示近年来，
涉养老诈骗犯罪分子往往在老年人
关注的养生、投资等领域实施诈骗，
子女要以案说法，提升他们的辨别能
力。

前不久，太原市民吴先生发现自
己 70 岁的老母亲，回家第一件事就
是：脱掉外衣，躺到客厅的沙发上，戴
上老花镜，然后“咔哒”一声解锁手机
屏幕，随即传出短视频中“一定要告
诉孩子的几个真相”等危言耸听的教
导声，“一刷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也不
忍打断。”后来有一次看到老人刷了
两个多小时短视频后，吴先生忍不住
了，就劝母亲少刷点视频，刷太久了
对眼睛和身体都不太好，但老人家只
说自己就是空闲玩玩。

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沉
迷于手机短视频。有的老人早起刷，
睡前刷，有时人都已经睡着了，手里
还握着播放短视频的手机。一位网
友吐槽道：“每天打开朋友圈，都会被
老爸老妈、七大姑八大姨分享的短视
频刷屏。”但随着中年老人在“玩手
机”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也引起
了子女们的担心，“只希望他们别太
沉迷，影响到身体健康。”

老年人刷短视频主要刷什么内
容？吴先生的母亲表示，刷短视频也
没太在意时长，“刷着刷着时间就过
去了，就是无聊时打发时间。”她介
绍，现在短视频内容很丰富，社交平
台上还有不少老年人拍短视频，内容
很接近老年人生活。

7月 16日上午，在并州路永辉超
市，今年刚退休的李先生一边等老伴
一边刷手机。他表示，智能手机对不
少老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有些人是
为刷养生内容转发分享，有些人是为
看看短视频娱乐，还有些人是看看新
闻资讯，“短视频的内容很精彩，也有
意思。”

采访中，不少市民不约而同表
示，老人爱刷短视频，会不会陷入骗
子精心设下的骗局。法官介绍，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披着“关怀”外
衣的“坑老”骗局不断上演。其中针对
老年人的涉诈骗 APP、涉老“保健
品”、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许诺高额回
报投资诈骗、直播设置消费陷阱等时
有发生。“犯罪分子往往利用老年人防
范意识不足、了解外界信息渠道较窄
的特点，骗取老年人钱款。”

法官建议，老人网上“冲浪”时，
刷到涉及投资理财等内容需谨慎，不
轻信所谓“真保本、高回报”的虚假承
诺；妥善保护个人信息，不点击各类
陌生链接，陌生来电保持警惕，不随
便透露身份证、银行卡等个人信息；
作为子女，应该多关心老人，当发现
老人被骗时，要耐心开导，立即报警。

讲述人：郭义海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和消费打

交道，难免遇上真假难辨的“坑”，
那就需要我们平时多收集一些这
方面的信息，多留个心眼，尽可能
避免上当。这不，前段时间我的一
段消费经历可以给大家以借鉴，不
妨一看。

那天，小区附近有人叫卖燃气
防风节能罩，两种款式，一种是薄
金属片制成的，9元；另一种，铸铁
金属的，20 元。商贩说，这两种罩
子的共同特点是能放在任何燃气
灶具上使用，有三大优点——防
风、节能、价廉，说着现场演示其原
理所在。

一位邻居大姐听后觉得挺好，
当下就买了。还有邻居问我买不
买？我思量了一下，说等回去再想
想，便转身离开了，因为之前好像
在哪儿看过建议谨慎购买这种燃

气节能罩的新闻报道。
回家后，我先给在天然气公司

上班的朋友致电咨询，他建议不要
买，说这种燃气防风节能罩存在安
全隐患，也起不到节能作用，千万
别被忽悠了。他进一步解释，这种
罩子将灶具围住后透气性差，燃气
得不到充分燃烧，可能会导致一氧
化碳中毒。

听罢，我又赶快上网搜索相关
信息，燃气防风节能罩的条目繁
多，让人眼花缭乱。商家的介绍很
全面，文字、照片、视频样样不少，
价格悬殊也很大，一般产品在十几
元一个，最便宜的卖 2.8元还包邮，
惊掉下巴的同时，对产品质量不免
产生质疑。后来，我又搜到一些官
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建议谨慎购买
此类产品，真庆幸当时我没有冲动
消费，不然会后悔。

李晓琳 编辑整理

银发族深陷网瘾
子女应多陪陪老人 多个心眼，避免上当

原本为省钱，结果被忽悠，生活中，不少消费者都交过“智商税”，
究其原因，大抵是贪小便宜吃大亏，让人惋惜的同时，也想对不良商
家的经营行为进行指责。如今，互联网如此发达，建议消费者在购买
商品前不妨对其性能、口碑等进行全面了解之后再作决定。亦或，平
时就养成留意消费陷阱提示等，理性消费，理性先行，尽可能做到心
中有数，买得放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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