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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松

4月8日一大早，南岸区弹子石街
道“周幺妹”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几名
志愿者，就来到南岸区富春花园小区
年近百岁的空巢老人郑爷爷夫妻家
里，帮他们打扫卫生。

据了解，南岸区弹子石街道“周幺
妹”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2012年
8月。自成立以来，该志愿者服务队
围绕“走进社区，服务群众”的志愿服
务理念，积极投身于构建和谐社区、文
明社区的实际行动中，赢得了良好口
碑。服务队人员也由最初的11人发
展到现在的近500人。

除了帮助像郑爷爷夫妻这样的困
难老人打扫卫生外，“周幺妹”青年志
愿者服务队还将志愿服务活动扩展到
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困难儿童开办
假期“七彩课堂”、组织困难职工就业
培训、为困难居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等，使志愿服务受益群体覆盖面不断

扩大。
“周幺妹”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负责

人周金伶告诉记者，弹子石片区的留守
儿童多，假期里无人照看，她们开办起
假期“七彩课堂”，召集了放假在家的大
学生和辖区内消防、民警志愿者，给孩
子们辅导功课、传授安全知识，教孩子
们唱歌跳舞，发展课外爱好。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惠工村社区
工作，遇到了‘周幺婶’周纪萍。”周金
伶回忆说，周纪萍20年如一日从事志
愿服务活动，先后带出了“周幺婶义务
巡逻队”“周幺婶义务城管、环卫监督
队”和“周幺婶爱心呼唤帮扶队”等，正
是在她的带领下，更加坚定了自己做
好志愿者、为社区服务的信念。

得知自己带领的志愿服务队入选
2020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后，周金伶说，未来她
将传承和发扬“周幺婶”的志愿服务精
神，继续探索志愿服务新模式，为居民
提供更多新的服务，帮助到更多的人。

“周幺婶”之后

南岸弹子石又有了“周幺妹”青年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记者 周松）4月14日，
记者从南岸区公安分局获悉，为更好地
守护辖区群众的“钱袋子”，南岸区各派
出所在开展日常反诈宣传的同时，采用

“线上预警，线下劝阻”双重模式，及时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用实际行动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
4月8日下午17时许，海棠溪派出

所接到南岸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预警
指令：辖区居民彭先生疑似正遭到电信

网络诈骗。接到预警，派出所民警立即
跟机主彭先生电话联系核实情况，但机
主两次挂断了民警的电话，民警判断事
主彭先生可能已被“洗脑”，于是一边联
系机主彭先生的妻子进行劝阻，一边驾
车赶往彭先生的居住地。

当民警赶到时，彭先生正拿着手机
拍照验证身份信息，准备在某“期货公
司”App上转账“投资”。

对于民警的劝阻，刚开始，彭先生

并不相信。经民警耐心劝说，细致地
分析投资理财类诈骗的手法和套路，
彭先生渐渐地冷静下来，将手机拿给
民警查看。民警看到其手机银行
App显示卡内活期余额103万元，不
禁惊出一身冷汗。再晚到一分钟，彭
先生可能就将自己的103万元存款转
了出去。

据彭先生介绍，他从事期货交易十
多年，听说手机上炒期货很方便，就自

己从网上下载了两个“期货公司”的
App。没想到会中了骗子的圈套，多亏
民警及时上门劝阻，才保住了他的积
蓄。

警方提醒，市民下载App需认准
官方渠道，不要通过不明链接、二维
码下载。要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
念，“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投资理
财项目都是诈骗陷阱，市民不要轻
信。

再晚一分钟103万元就没了
市民正要给骗子转款，幸好民警及时赶到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在
我市首批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心
之一——渝北区双龙湖街道春心家园
内，十余位轻度精神障碍患者正在医
生、护士、社工们组织下参加叠衣服等
生活自理能力培训。

为减轻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负担，
预防精神障碍患者致残返贫，让精神
障碍患者尽快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去
年起，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卫生
健康委、市残联等四部门启动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试点，陆续在主
城九区范围内，选取11个镇街或社
区，以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设立多个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点，对精神障碍患
者开展筛查诊断、康复治疗、知识普
及、构建支持网络体系等关爱服务活
动。

春心家园位于渝北区双龙湖街道
的重庆春华医院内，目前已为300多
名轻度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康复服务。

叠衣服、整理个人用品、做鸡蛋煎
饼、拌凉面、找朋友、自我介绍、过马路、
坐公交、服药……这些对常人来说轻而
易举的事，25岁的自闭症患者黄小芮
（化名）却经历了数十次系统培训才能

做到。
春心家园专职护士刘亚玲告诉

记者，他们每周开设三到五次社会适
应能力培训、生活自理能力培训、生
活技能培训、厨艺培训等课程，不到
一年时间，黄小芮已从刚来时离不开
妈妈，到现在能自己独立走进菜市场
购物。

渝北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之所以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展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服务发展试点，就是相中了
他们的软硬件条件：不仅有现成的医
疗设备，还具备精神科医师、心理医
生、全科医生、专业护士等人力支持，
并聘请了专业社工参与康复工作。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2020年
开展的首批试点因受疫情影响，延长至
今年10月结束。目前，我市已扩大试
点范围，力求年底前所有区县（自治县）
全面推开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试点
区县（自治县）覆盖率达100%。

据悉，到2025年，我市有望实现
80%以上的区县（自治县）广泛开展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在这些区域，
60%以上的居家患者能接受社区康复
服务。

我市持续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试点
渝北春心家园照亮精神障碍患者心中“隐秘的角落”

本报讯 （记者 周松）“时隔多
年，我自己都快忘了这件事情，公安民
警还能积极联系我，并且退回这笔钱，
让我觉得非常感恩！”4月12日，网友

“dye5wedeel4e”（上海谭女士）在抖音
发布视频《失而复得的人民币》，讲述她
2017年办理信用卡被诈骗2000余元，
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民警认真负责，全
力破案追赃，并于2021年4月将追回
的资金返还给她的暖心故事。

事情要从2017年9月说起，当时，

自称某银行信用卡专员的黄某通过微信
添加上海的谭女士，推销一款“信用消费
卡”产品。黄某称该卡具备信用卡功能，
额度高，可购物，可以申请贷款甚至套
现，并且消费2年内都没有利息。

2017年12月的一天，谭女士有资
金需求，便缴纳2000多元开卡费在黄
某处办理了一张额度为10万元的卡。
两天后，谭女士收到一张“信用消费
卡”，但她发现该卡既无银联标识，也无
法在P0S终端机和商家消费。发现被

骗后，谭女士要求退款，但对方早已无
法联系，她因忙于工作并没有报警。

但与谭女士有相同遭遇的重庆市民
李女士报了警。接警后，荣昌警方核查
发现，诈骗谭女士和李女士的是一个分
工明确的诈骗团伙。该团伙通过打电
话、加微信好友等方式寻找作案目标，以
收取制卡费为由实施诈骗。警方遂成立
专案组，先后赴全国各地向近200名受
害人调查取证，谭女士正是专案组民警
在上海调查取证的受害人之一。

2018年1月9日，专案组民警在武
汉警方的协助下，在武汉、孝感开展统一
收网行动，一举打掉了这个诈骗团伙，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88人，冻结涉案资金97
万余元。结案后，荣昌警方全力追赃挽
损，并陆续将涉案资金返还受害人。

民警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代办银行
卡、信用卡的网络广告和手机、短信广
告，声称能代办大额信用卡的大多都是
陷阱，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受骗。

4年前被骗的钱突然回来了
上海市民发抖音《失而复得的人民币》感谢重庆公安

4月12日，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厨余
垃圾就地处置示范点，工作人员将片区
分类的厨余垃圾运进处置点。

据了解，该示范点于上月底建成，其
生化一体机主要是通过特殊酶解功能的
微生物菌群降解有机物质，对厨余垃圾
进行消化、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水，排
入化粪池，减量率高达98%以上。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厨余垃圾就地处置


